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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简要介绍了职业安全健康体系(OSHMS)的内容，重点阐述了这一体系将给企业带来的各种

积极作用以及推行该体系的意义。  

〔关键词〕 职业安全健康；管理体系；意义  

1 职业安全健康管理体系简介  

  职业安全健康管理体系(OSHMS) 是企业全部管理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包括为制定、实施、实

现、评审和保持职业安全健康方针所需的组织机构、规划、活动、职责、制度、程序、过程和资源，

其作用就是有效 控制危险，防  止事故发生，防范职业风险。它是继ISO9000质量管理体系(QMS)

和ISO14000环境管理体系(EMS)之后的又一重要标准化管理体系，是现代企业管理制度的核心内容之

一，为世界各国所关注。  

2 推行OSHMS的意义  

  一些发达国家从80年代就开始实施OSHMS，我国自1999年颁布试行标准以来，OSHMS的推广、认

证工作也在全国各地迅速展开。那么，推行该体系有什么意义呢？  

2.1 是改变当前严峻安全生产形势的需要  

  目前，我国安全生产形势十分严峻，各类伤亡事故、重特大事故频繁发生，据分析，全国第四次

事故高潮正在形成。仅2001年7月份，吉林、四川、陕西、上海及广西等省、市、区就先后发生了5起

重特大事故，死亡人数多达数百。另外，我国职业危害形势也十分严峻，目前，无论是接触职业危害

的人数、职业病患者累计人数、死亡人数及新发病人数都居世界前列。事故及职业病严重威胁着人们

生命财产的安全，影响人们的正常生产生活，阻碍经济的健康发展。  

  因此，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素质的提高及自我保护意识的增强，与生产密切相关的职业安全健

康问题就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推行OSHMS已成为改变当前严峻安全形势的时代要求。  

2.2 为企业建立一个有效的风险防范机制  

  事故的发生不仅给受害者本人及其家庭带来无可挽回的损失，也给企业带来巨大的经济和声誉损

失。企业如经历一次重特大事故，轻者伤筋动骨，重者停业或破产。推行OSHMS正是为企业建立一个

有效的风险防范机制。  

  首先，体系是通过对 危险危害因素的有效控制来防范职业风险的。体系采用系统安全管理的方

法，先全面辩识、评价企业存在的危险危害因素，然后根据评价出来的重大危险制定企业的职业安全

健康方针和目标，进而制定出管理方案，明确实现目标的方法和时间表，并通过运行控制、应急响应

等手段控制与危险因素有关的各种运行活动及潜在的紧急情况，使这些活动在规定的条件下进行。最

后通过监测评价体系的实施效果，及时纠正运行中存在的问题。这样就筑起了防范风险的道道防线，

在危险危害因素的管理上就形成了一个完整的PDCA循环，为企业控制危险危害、化解职业风险建立了

一个有效的运行机制和监控机制，使企业达到最佳的安全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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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化安全风险意识防范

 珍惜生命 从“我要

 谈个人控制差错不发生

 安全管理必须做到“三

 提高安全意识促进安全

 安全工作要“小题大做

 开好安全活动会构筑安



  其次，体系强调培训，通过对内部职工、临时工及相关方的培训，提高其安全意识和安全技能，

使其做到“要安全、会安全”，从而从技术层面防范职业风险。  

  另外，该体系十分关注相关方(承包方、供货方等)。通过对相关方的控制，使其职业安全健康行

为符合企业的要求。从而使相关方与企业形成一个损益共同体，有效分解企业的职业风险。  

2.3 促使企业职业安全健康工作科学化  

  OSHMS试行标准是在吸收传统安全生产管理成功经验及借鉴国际先进标准的基础上制订的，是先

进管理经验和科学管理方法的载体，它为企业持续改进职业安全健康绩效提供了结构化的运行机制。  

  标准采用了系统安全的思想，为企业改善职业安全健康绩效提供了一个循序渐进的运行模式。17

个要素涉及到职业安全健康的一切活动，既有重点，也面面俱到，克服了传统安全生产管理中关注重

点、忽略次要的不足。标准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纵横交错，形成一个严密的职业安全健康管理网

络，具有良好的系统性和严密的逻辑性。在危险危害因素的控制方面，强调预防为主和持续改进，很

好地克服了传统的“经验型”、“事后型”安全管理模式抓抓停停的不足。  

  OSHMS就是依据试行标准并在全面辩识、评价危险危害因素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是一个科学的

管理体系。只要切实依据标准每一要素的具体要求来开展工作，就能做到企业工作本质安全化。  

2.4 促使企业职工安全健康工作标准化  

  该体系是一个文件化的体系，它要求把企业的职业安全健康管理工作中的计划、组织、实施、检

查、监控 等活动集中、归纳、分解和转化为相应的目标、程序和作业文件。体系通过文件对企业各

部门、各岗位人员的职责作出明确的界定，对每一位职工在职业安全健康工作中应做什么、为什么要

做、如何做、什么时候及什么地点做都进行了详细的规定，使不同的人能够按同一标准进行操作，从

而减少了工作中的主观行为，避免了管理行为因人而异、因时而异的随意性，避免了部门之间、岗位

之间推卸责任的现象，保证体系持续有效地运行。  

  体系的运行过程要用表格的形式予以记录，从而使职业安全健康管理工作具有可追溯性。  

2.5 促使企业职业安全健康工作法制化  

  标准要求企业在实施体系的过程中要做出2个重要的承诺，其中之一就是要承诺严格遵守国家的

法律、法规和其他要求。在标准的17个要素中，与法律、法规有关的要素就有5个，制定的方针和目

标要合法，体系的运行控制也要合法。因此，推行体系的前提就是要守法。另外，标准还规定了企业

的最高管理者应承担职业安全健康的最终责任，这样势必促使企业将职业安全健康工作纳入法制化的

轨道，有效克服了当前安全生产工作“有法不依”的现象，也符合我国逐步走向法制化社会的时代要

求。  

  体系文件对企业的职业安全健康行为作出明确的规定，成为职工的行为规范，这在企业内部某种

程度上起到了“法”的作用，弥补了我国安全生产方面法规滞后于经济发展的不足。  

2.6 有利于增强企业凝聚力  

  在质量、环保与职业安 全健康3个管理体系中，OSHMS最能体现“以人为本”的思想。一方面该

体系通过加强职工劳动保护、改善职业安全健康条件，达到保障职工安全与健康，提高生命质量的目

的；另一方面，该体系充分尊重职工，将职工与企业作为平等的主体对待，相互间可以就职业安全健

康的事宜进 行协商与交流，职工可以就职业安全健康方面的问题发表自己的意见、建议和主张。这

样，职工得到了尊重，人心更加稳定，职工必将发挥更大的工作热忱为企业服务，从而极大地增强企

业的凝聚力。  

2.7 有利于提高企业的市场竞争力  

  首先，加强在职业安全健康方面的经济技术投入，可以提高安全管理水平，避免人身伤亡和财产



损失，减少事故赔偿或医疗费用，有效防范风险，为企业昂首阔步踏入市场解除了后顾之忧。  

  其次，推行OSHMS，企业既可向外界表明其改善员工职业安全健康条件的积极态度和强烈的社会

责任心，也可以经过第三方认证的前提下，向外界表明其预防事故发生、保证安全生产的能力，展示

其较高的安全管理水平，给相关方(社会、客户等)提 供安全保证方面的信心，从而在市场竞争(投

标)中赢得优势。  

  随着人们对生命质量 追求的提高，企业的职业安全健康条件已成为人们择业的重点考虑因素之

一。企业 只有创造良好的职业安全健康条件，才能吸引和留住高素质人才，从而提高企业市场竞争

力。  

  随着全球经济迈向一体化 ，我国加入WTO，企业将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国际市场的竞争中去。因

此，我们应在包括职业安全健康方面在内的多方面开展与国际接轨的活动。如果我们不积极开展职业

安全健康工作，发达国家将会以我们的产品不符合安全健康标准或以我们在劳动者的安全健康方面的

投入少为由，设置贸易壁垒，从而使我们失去参与国际市场的机会。因此推行该体系不仅可以自我保

护，破除国际贸易壁垒，也可以改善我国在职业安全健康领域的国际形象，做到与国际接轨。  

2.8 是安全管理模式的创新  

  体系为企业引入一种新的安全生产管理模式，将安全管理单纯靠政府强制的被动行为转变为企业

自愿参与的主动行为，从根本上实现安全管理模式从“事后查处”向“事前预防”的转变，从“外部

要企业安全”到“企业要安全、企业会安全”的转变。  

  体系具有可操作性，它将实现安全生产、降低职业风险的手段通过17个要素反映出来，为企业提

供一条改善职业安全健康绩效的有效途径，使企业的安全工作有据可依、有章可循，也克服一些企业

对于安全工作无能为力或无从下手的畏难和迷茫情绪。 (收稿日期：2002-0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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