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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保护员工免遭与工作相关的不健康、伤害和疾病的影响是国际劳工组织肩

负的一项历史使命。既不能把工作伴随着疾病和伤害作为忽视员工安全与健康

的理由，也不能把贫穷作为忽视员工安全与健康的借口。国际劳工组织的首要

目标就是创造条件，让人们在自由、平等、安全、尊严的环境下获得舒适、高

效的工作，我们称之为“体面”的工作。体面的工作一定是安全的工作，而且

安全的工作也是提高生产率、促进经济增长的积极因素之一。 

目前，技术进步与激烈竞争导致了工作环境、工艺方法和组织的急剧变革，

加强法治活动非常必要，但它不能充分处理这些变革，不能与新的危害和风险

同步变化。因此，组织必须持续不断地迎接职业安全健康方面的挑战，建立动

态管理战略，作出有效的反应。《职业安全健康管理体系导则》能帮助企业在这

方面作出努力。 

本导则是在国际劳工组织与其三方代表及其他利益相关者进行广泛磋商的

基础上，根据国际上已通过的相关国际劳工标准所确定的职业安全健康原则制

订而成。因此，本导则为企业内外安全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无与伦比的有力工具。

员工、组织、安全健康体系及外界机构都将受益。 

国际劳工组织非常荣幸地组织了本导则的起草工作。我确信本导则将成为

雇主、员工及其组织、国家相关机构以及所有那些有责任确保工作场所安全与

健康的人员的一个非常宝贵的工具。 

 

胡安·索玛维亚 

局  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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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 

目前，各国政府、雇主及员工都已认识到在组织
1
内建立职业安全健康管理

体系不仅有助于降低危害和风险，还有助于提高生产效率。 

本导则由国际劳工组织制定，其根据是国际认可的由国际劳工组织的政府、

雇主和员工三方代表确定的原则。这种三方性工作方法为各类组织建立可持续

发展的安全文化奠定了坚实、灵活和合理的基础。因此国际劳工组织制定了自

愿性职业安全健康管理体系导则，它体现了国际劳工组织在保护工人安全、健

康方面的价值观和手段。 

本导则可供所有从事职业安全健康管理的人员使用。导则没有法律约束力，

也不打算取代各国的法律、法规、规章或标准。导则的使用并不要求组织必须

通过认证。 

雇主有责任开展职业安全健康管理工作。实施职业安全健康管理体系就是

完成其职责的一个有效方法。作为一种切实可行的工具，国际劳工组织所制定

的导则有助于主管机构和组织持续改进职业安全健康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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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目的 

1.l  本导则旨在保护工人免遭各种危害，消除各类与工作有关的伤害、不

健康、疾病、事件和死亡。 

1.2  为国家所采用时，本导则应该： 

（a）在国家法律、法规的支持下，建立国家职业安全健康管理体系框架； 

（b）为职业安全健康管理体系的实施工作提供指导，以更好地贯彻法规及

标准要求，持续改进职业安全健康绩效； 

（c）为制定职业安全健康管理体系国家导则和特制导则提供指导，以满足

不同规模和活动类型组织的实际需求。 

1.3  为组织所采用时，本导则旨在： 

（a）指导组织将职业安全健康管理体系要素作为总体方针管理计划的一部

分，融入组织全面管理； 

（b）鼓励组织内全体人员，尤其是雇主、业主、管理人员、员工及其代表，

用适当的职业安全健康管理模式与方法，持续改进职业安全健康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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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国家职业安全健康管理体系框架 

2.1  国家政策 

2.1.1  国家应指定一个或几个主管机构负责制定、实施和定期评审关于组

织建立和推进职业安全健康管理体系的国家政策，负责与最代表雇主和员工利

益的组织以及其他相关机构进行协商。 

2.1.2  在关于职业安全健康管理体系的国家政策中应确定一些总的原则

和工作程序，目的是： 

（a）促进职业安全健康管理体系的实施，使其纳入组织的全面管理体系之

中； 

（b）促进并改善国家和组织为系统地认同、计划、实施和改进职业安全健

康活动而采用的相应自愿实施方案； 

（c）促进组织内员工及其代表的参与； 

（d）避免不必要的官僚行为、行政干预与资源浪费的同时，实现职业安全

健康绩效的持续改进； 

（e）促进劳动监察机构、职业安全健康服务机构及其它服务机构为组织的

职业安全健康管理体系工作提供协作与支持，并将这些机构的活动纳入职业安

全健康管理的总体框架中； 

（f）定期评价国家职业安全健康管理政策和框架的有效性； 

（g）通过合适的方法评价并对外界公布职业安全健康管理体系及 

其实施工作的有效性； 

（h）确保组织的各项职业安全健康要求不仅适用于内部员工，也同样适用

于组织的承包方及其员工包括直接雇佣的临时工。 

2.1.3  为确保实施计划符合国家有关政策，主管机构应建立职业安全健康

管理体系的国家框架，以便： 

（a）明确实施此项国家政策时各类机构的作用与职责，并做出合理安排，

确保各机构协调合作； 

（b）发布并定期评审关于组织自愿参与和实施的国家职业安全健康管理体

系导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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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如可行，制定标准来选择主管机构并授权其负责制定和推进特制的职

业安全健康管理体系导则； 

（d）确保本导则可为雇主、员工及其代表获取，以便他们充分利用国家政

策。 

2.1.4  主管机构应做出安排并提供可靠的技术指导，以便劳动监察机构、

职业安全健康服务机构以及其它与职业安全健康相关的各类机构，包括医疗保

健机构等积极鼓励和帮助组织实施职业安全健康管理体系。 

2.2  国家导则 

2.2.1  自愿申请实施国家职业安全健康管理体系导则应以第三章介绍的

模式为基础，并结合该国的具体条件和实践经验进一步细化。 

2.2.2  国际劳工组织导则、国家导则和特制导则之间应保持一致，并有足

够的灵活性，以便组织直接或有选择地采用。 

2.3  特制导则 

2.3.1  特制导则在反映国际劳工组织导则的总体目标的同时，应包括国家

导则的一般要素，同时还应考虑到各组织或集团的具体条件及需求，尤其应考

虑： 

（a）组织的规模（大、中、小）和基础结构； 

（b）危害的类别与风险级别。 

 

图 l  国家职业安全健康管理体系框架核心要素 

2.3.2  国家职业安全健康管理体系框架与其核心要素之间的关系如图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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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组织职业安全健康管理体系 

遵守国家法律法规所提出的各项职业安全健康要求，保障员工的职业安全与

健康是雇主的责任和义务。雇主应在职业安全健康管理工作体系中发挥其坚强的

领导作用并对职业安全健康活动作出相应的承诺和合理的安排。职业安全健康管

理体系包括方针、组织、计划与实施、评价和改进措施五个主要素，如图 2所示。 

 

图 2  职业安全健康管理体系主要要素 

3.1  职业安全健康方针 

3.1.1  雇主应在征询员工及其代表的意见的基础上，制定出书面的职业安

全健康方针。该方针应： 

（a）针对组织的特点，适合于组织的规模和活动的性质； 

（b）简明、工整、注有颁布日期，并通过雇主或高层管理人员签名的方式

生效； 

（c）传达到作业场所的全体员工，并方便他们获取； 

（d）定期评审，确保其持续适用性； 

（e）如可行，为相关方所获取。 

3.1.2  职业安全健康方针至少应包括下述关键原则或承诺： 

（a）防止发生与工作有关的伤害、不健康、疾病和事件，以保护组织全体

员工的安全和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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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遵守国家相关的职业安全健康法律法规，包括组织签署并遵守的有关

职业安全健康的章程、集体协议及其它要求； 

（c）确保与员工及其代表进行协商，并鼓励他们积极参与实施职业安全健

康管理体系所有要素的活动； 

（d）持续改进职业安全健康体系绩效。 

3.1.3  职业安全健康管理体系应与组织其他管理体系协调一致或融为一

体。 

3.2  员工参与 

3.2.1  员工参与是职业安全健康管理体系的关键要素之一。 

3.2.2  雇主应确保与员工及其职业安全健康代表进行协商与交流，并对他

们进行职业安全健康知识和技能（包括与其工作有关的应急预案）的培训。 

3.2.3  雇主应做出安排，保证员工及其职业安全健康代表有时间和资源来

积极参与职业安全健康管理体系的组织、计划、实施、评价和改进等活动。 

3.2.4  如可行，雇主应根据国家相关法规的要求设立职业安全健康委员会

以及职业安全健康代表，使其履行相应的职能。 

3.3  责任与义务 

3.3.1  雇主应全面负责保护员工的安全与健康，并在组织内设立职业安全

健康管理的领导岗位。 

3.3.2  雇主及高级管理层应规定各有关部门和人员的职责、义务与权力，

以确保职业安全健康管理体系的有效建立、实施与运行以及组织的职业安全健康

目标的实现。建立的组织应： 

（a）保证职业安全健康管理分级负责，各级人员均已知晓并接受自己所承

担的职责； 

（b）确定进行危害辨识、风险评价及其控制人员的职责、义务和权利，并

传达到全体员工； 

（c）如可行，进行有效的监督管理，以确保员工的安全健康得到保护； 

（d）促进组织所有成员（包括员工及其代表）间的合作与交流，以全面实

施其职业安全健康管理体系； 

（e）完全符合国家导则、特制导则及组织签署并遵守的章程中有关职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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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健康的要求； 

（f）制定明确的职业安全健康方针和可测量目标，并予以实施； 

（g）做出切实的安排，以辨识、消除或控制与作业有关的各类危害和风险，

保障员工作业过程中的健康； 

（h）制定事故预防和员工健康改善方案； 

（i）做出切实的安排，以确保组织在实现职业安全健康方针过程中员工及

其代表的全面参与； 

（j）提供必要的资源，以确保负责职业安全健康事务的人员（包括安全健

康委员会）能顺利开展工作； 

（k）做出有效的安排，以保证员工及其代表能全面参与安全健康委员会（如

果有的话）的各项工作。 

3.3.3  如可行，应在最高管理层任命一名或几名人员作为管理者代表，负

责： 

（a）建立、实施、定期评审职业安全健康管理体系； 

（b）定期向最高管理层报告职业安全健康管理体系的绩效； 

（c）推动组织全体员工参加职业安全健康管理活动。 

3.4  能力
2
与培训 

注：2.职业安全健康能力包括教育、工作经验与培训或两者综合 

3.4.1  雇主应确定必要的职业安全健康能力要求，制定并实施相应计划，

以确保全体员工胜任其在职业安全健康方面的工作和职责。 

3.4.2  雇主应具有或应能具有足够的职业安全健康管理能力，以辨识、消

除或控制与作业相关的危害和风险，实施职业安全健康管理体系。 

3.4.3  在 3.4.1 提及的计划中，培训方案应： 

（a）如可行，包括组织内所有员工； 

（b）由专业人员来完成； 

（c）能定期提供及时有效的新员工培训和知识更新培训； 

（d）包括对接受培训人员理解能力与培训效果的评价； 

（e）进行定期评审，评审时应有职业安全健康委员会的参与（如果有的话），

如可行，对培训方案进行修改以保证它的针对性与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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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适合组织的规模及活动的性质，可行时形成文件。 

3.4.4  培训应是免费的，如可能，培训应在工作时间内进行。 

3.5  职业安全健康管理体系文件 

3.5.1  组织应根据其规模及活动性质，建立并保持职业安全健康体系文件，

其内容应包括： 

（a）组织的职业安全健康方针和目标； 

（b）为实施职业安全健康管理体系所确定的关键岗位与职责； 

（c）组织的重大职业安全健康危害／风险以及相应预防和控制措施； 

（d）职业安全健康管理体系框架内的管理方案、程序、作业指导书和其它

内部文件。 

3.5.2  职业安全健康管理体系文件应： 

（a）书写工整，通俗易懂； 

（b）定期评审，如可行，予以修改，传达到所有相关人员，并方便他们获

取； 

3.5.3  组织应建立、管理和保存职业安全健康记录，记录应具有可识别性

和可追溯性，记录的保存时间应予以规定。 

3.5.4  在遵守保密要求的前提下，员工有权获取与其作业环境和健康相关

的记录。 

3.5.5  职业安全健康记录应包括： 

（a）职业安全健康管理体系实施过程中产生的记录； 

（b）与工作有关的伤害、不健康、疾病和事件的记录； 

（c）有关国家职业安全健康法律法规方面的记录； 

（d）员工在有害作业环境中的暴露量、作业环境监测与员工健康监护的记

录； 

（e）主动与被动的监测结果的记录。 

3.6  交流 

3.6.1  组织应建立并保持有关的计划和程序，目的是： 

（a）对内、外部有关职业安全健康的信息予以接收、记录和答复； 

（b）确保组织内相关职能和层次间职业安全健康信息的顺利交流； 

 12



（c）确保员工及其代表所关心的职业安全健康问题及想法和建议被接收，

并得到考虑和答复。 

3.7  初始评审 

3.7.1  如可行，应通过初始评审过程对组织现有职业安全健康管理体系及

相关管理方案进行评价。如果组织尚未建立或欲重建职业安全健康管理体系，或

该组织属新建组织，则初始评审可作为其建立职业安全健康管理体系的基础。 

3.7.2  初始评审工作应由专业人员进行，如可行，应与员工及其代表进行

协商交流。初始评审应该： 

（a）查明现有适用的国家法律法规、国家导则、特制导则，以及组织签署

的有关职业安全健康的章程和其他要求； 

（b）辨识、预测和评价现在或预期的作业环境和作业组织中存在的危害／

风险； 

（c）确定现有的或欲采取的措施是否能消除危害或控制风险； 

（d）分析员工健康监护数据。 

3.7.3  初始评审的结果应： 

（a）形成文件； 

（b）作为建立职业安全健康管理体系中各项决策的依据； 

（c）为持续改进组织的职业安全健康管理体系提供一个能够测量的基准。 

3.8  体系策划、建立与实施 

3.8.1  此项工作旨在建立一个满足下述要求的职业安全健康管理体系： 

（a）至少遵守国家的法律和法规； 

（b）有助于实施组织的职业安全健康管理体系要素； 

（c）持续改进其职业安全健康绩效。 

3.8.2  组织应根据初始评审、复评的结果或其它可获取的资料，制定充分

合理的职业安全健康管理体系策划方案，策划方案应有助于保护作业场所员工的

安全与健康，其内容应包括： 

（a）明确的职业安全健康目标（如可行应量化）及其优先顺序； 

（b）旨在实现目标的计划，包括明确的职责和绩效标准，表明做什么事，

谁来做，什么时间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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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可供选择的测量标准，以确认目标的实现； 

（d）足够的资源保证，包括人力、资金及技术支持。 

3.8.3  职业安全健康策划方案应覆盖本导则第 3 章规定的和图 2 所示的职

业安全健康管理体系所有要素的建立与实施。 

3.9  职业安全健康目标 

3.9.1  组织应依据职业安全健康方针和初始评审或复评的结果，制定可测

量的职业安全健康目标。目标应： 

（a）适合于组织的特点、规模和活动的性质； 

（b）符合有关的职业安全健康法律法规的要求以及技术和经营上有关职业

安全健康的要求； 

（c）将重点放在持续改进员工的职业安全健康防护措施上，以达到最好的

职业安全健康绩效； 

（d）切合实际并可实现； 

（e）形成文件，并传达组织内所有相关职能和层次的人员； 

（f）定期评审，如可行予以更新。 

3.10  危害预防 

3.10.1  预防与控制措施 

3.10.1.1  应识别和评价各类影响员工安全和健康的危害／风险，并按如下

优先顺序进行预防和控制： 

（a）消除危害／风险； 

（b）通过工程控制或管理措施从源头上控制危害／风险； 

（c）制定安全作业制度，包括制定管理措施以最大限度地降低危害／风险

的影响； 

（d）当综合上述方法仍然不能控制残余危害／风险时，雇主应免费提供个

体防护用品（包括防护服），并采取措施确保其得到使用和维护。 

3.10.1.2  应当制定危害预防和控制程序或管理方案，并且它应： 

（a）适合于预防和控制组织所面临的危害／风险； 

（b）定期评审，如可行予以修订； 

（c）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的要求，并得到有效的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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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考虑目前的认识水平，如可行考虑来自劳动监察机构、职业安全健康

服务机构及其他服务机构的报告或信息。 

3.10.2  动态管理 

3.10.2.1  组织应对因内部的变化（如新用工制度、引入新工艺、新操作程

序、新组织或新材料）和外部的变化（如国家法律法规的修订、组织间的兼并、

职业安全健康知识和技术的更新）对职业安全健康管理产生的影响进行评价，并

在变化前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 

3.10.2.2  组织在修改或引入新作业方法、材料、工艺或设备之前，应进行

作业场所危害辨识和风险评价活动。风险评价时，应与员工及其代表、以及安全

健康委员会进行协商，并请他们参与。 

3.10.2.3  组织应确保在实施各项变化时，组织内所有相关人员都得到通知

并接受相应的培训。 

3.10.3  应急预案与响应 

3.10.3.1  组织应建立并保持应急预案与响应计划，这些计划应辨识出潜在

的事故和紧急情况，并提出相应的预防措施。它们应与组织的规模和活动的性质

相适应，并应： 

（a）保证在作业场所发生紧急情况时，能提供必要的信息、内部交流和协

作，以保护全体人员的安全； 

（b）向有关的主管机构、邻近单位和应急响应服务机构提供信息并与之建

立联系； 

（c）阐明现场急救、医疗救援、消防和作业场所内全体人员疏散的措施和

步骤； 

（d）向组织内全体人员提供相关的信息和培训，包括定期开展应急预案与

响应程序的演练。 

3.10.3.2  组织在制定应急预案与响应计划时应与外部应急响应服务机构

和其他机构沟通合作。 

3.10.4  采购 

3.10.4.1  组织应建立并保持程序以确保： 

（a）符合组织在采购和租赁说明书中提出的安全健康方面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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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在采购货物与接受服务前，查明相关的法律法规和自身的职业安全健

康要求； 

（c）在使用前做出安排，符合各项安全健康要求。 

3.10.5  承包 

3.10.5.1  组织应当建立并保持程序，以确保组织的各项安全健康要求（或

至少等效的要求）适用于承包商及其员工。 

3.10.5.2  针对作业场所内承包商所制定的程序应： 

（a）包括评价和选择承包商时的职业安全健康标准； 

（b）确保作业开始前，组织与承包方在适当级别建立有效的交流与协调机

制，该机制应包括危害及其预防与控制措施； 

（c）包括在作业场所内作业的承包方人员，发生与工作有关的伤害、不健

康、疾病和事件的报告程序； 

（d）如可行，在作业开始前和作业过程中，对承包方或其员工提供安全健

康教育培训； 

（e）定期监测作业场所中承包方的职业安全健康绩效； 

（f）确保承包方执行现场安全健康管理程序和作业规程。 

3.11  绩效监测与测量 

3.11.1  组织应制定并定期评审监测、测量和记录职业安全健康绩效的程

序，并明确组织中不同层次人员在绩效监测方面的责任、义务和权力。 

3.11.2  组织应根据其规模和活动的性质以及职业安全健康目标来选择绩

效标准。 

3.1l.3  适合于组织的定性和定量测量方法都应予以考虑。这些方法的选择

应： 

（a）依据组织所辨识出的危害／风险并符合职业安全健康方针和目标的要

求； 

（b）能支持组织的评审活动，包括管理评审。 

3.11.4  绩效监测与测量应该： 

（a）能够确定组织的职业安全健康方针和目标是否得到实施，风险是否得

到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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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包括主动的和被动的监测，而不仅仅限于与工作有关的伤害、不健康、

疾病和事件的统计； 

（c）将绩效监测与测量结果予以记录。 

3.11.5  监测活动应提供： 

（a）有关职业安全健康绩效的反馈信息； 

（b）日常的危害辨识、预防和控制措施是否有效的信息； 

（c）改进危害辨识、危险控制和职业安全健康管理体系所需的决策依据。 

3.11.6  主动的绩效测量作为一种预防机制，应对必要的基本情况进行监

测，包括： 

（a）监测各项具体计划、绩效标准和目标是否实现； 

（b）系统检查各项作业制度、厂房、车间与设备； 

（c）监测作业环境（包括作业组织）状况； 

（d）对员工实施健康监护，如可行通过适当的体检或对员工的早期有害健

康的症状进行跟踪，以确定预防和控制措施的有效性； 

（e）与国家法律法规及组织签署的有关职业安全健康的集体协议及其他要

求的遵循情况。 

3.11.7  被动的绩效测量包括对如下事项的确认、报告和调查： 

（a）与工作有关的伤害、不健康（包括因病误工记录）、疾病与事件； 

（b）其他损失，如财产损失； 

（c）不良的职业安全健康绩效和职业安全健康管理体系的失效情况。 

（d）员工康复计划。 

3.12  与工作有关的伤害、不健康、疾病和事件及其对安全健康绩效影响的

调查 

3.12.1  对与工作有关的伤害、不健康、疾病和事件起因（及潜在原因）的

调查应找出职业安全健康管理体系中存在的不足，调查结果应形成文件。 

3.12.2  调查应由专业人员进行，如可行邀请员工及其代表参与。 

3.12.3  如果组织成立了安全健康委员会，则调查结果应与其交流，安全健

康委员会应提出合理的建议。 

3.12.4  调查结果及安全健康委员会提出的建议还应与负责采取纠正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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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员交流，纠正措施作为管理评审的一项内容应在持续改进活动中予以考虑。 

3.12.5  通过上述调查而采取的纠正措施应予以实施，以免重复发生与工作

有关的伤害、不健康、疾病和事件。 

3.12.6  在考虑保密性要求的前提下，外部调查机构，如监察机构和社会保

险机构等提出的调查报告可参照内部调查报告的处理方式进行处理。 

3.13  审核 

3.13.1  组织应制定计划以定期开展审核活动，来判定职业安全健康管理体

系及其要素的实施能否恰当、充分、有效地保护员工的安全和健康，预防各类事

件发生。 

3.13.2  组织应制定有关审核的原则和程序，来明确审核人员能力要求、审

核范围、审核频次、审核方法和报告方式。 

3.13.3  审核应包括对组织的职业安全健康管理体系各要素或部分要素的

评价。审核应覆盖如下内容： 

（a）职业安全健康方针； 

（b）员工参与； 

（c）职责； 

（d）能力与培训； 

（e）职业安全健康管理体系文件； 

（f）信息交流； 

（g）体系策划、实施； 

（h）预防与控制措施； 

（i）动态管理； 

（j）应急预案与响应； 

（k）采购； 

（1）承包； 

（m）绩效监测与测量； 

（n）与工作有关的伤害、不健康、疾病和事件及其对安全健康绩效影响的

调查； 

（o）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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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管理评审； 

（q）预防与纠正措施； 

（r）持续改进； 

（s）任何其他适用的审核标准或要素。 

3.13.4  审核结论应确定所建立的职业安全健康管理体系各要素或部分要

素是否达到下列要求： 

（a）有效地满足组织的职业安全健康方针和目标的要求； 

（b）有效地促进全体员工的参与； 

（c）对组织绩效评价结果及前次审核结果有所响应； 

（d）能确保组织遵守（各项）相关的法律法规； 

（e）能实现持续改进和实施最佳职业安全健康管理。 

3.13.5  审核应由组织内部或外部专业人员进行，审核人员应与被审核方的

活动无利害关系。 

3.13.6  审核结果与结论应与负责纠正措施的人员交流。 

3.13.7  如可行，员工应参与选择审核员以及作业场所审核的各阶段，包括

审核结果的分析。 

3.14  管理评审 

3.14.1  管理评审应： 

（a）评价职业安全健康管理体系的总体策略是否满足既定的绩效目标； 

（b）评价管理体系是否满足组织及其投资方，包括员工及政府主管机构的

要求； 

（c）评价是否需要对职业安全健康管理体系做出调整，包括对职业安全健

康方针和目标的调整； 

（d）及时确定改进措施，包括调整组织及绩效测量方式； 

（e）为制定有效的计划和持续改进措施（包括重点考虑的事情）提供指导

性意见； 

（f）评价组织职业安全健康目标和纠正措施的完成情况； 

（g）评价自前次管理评审以来后续措施的有效性。 

3.14.2  组织应依据自身的需求与条件，确定雇主或最终责任人开展职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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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健康管理体系管理评审活动的频次与范围。 

3.14.3  管理评审应考虑： 

（a）与工作有关的伤害、不健康、疾病和事件的调查结果；绩效监测与测

量的结果；审核活动的结果； 

（b）可能影响组织的职业安全健康管理体系的内、外部因素及各种变化，

包括组织的变化。 

3.14.4  管理评审的结果应予以记录，并向下列相关方正式通报： 

（a）职业安全健康管理体系相关要素负责人员，以便他们能采取适当措施； 

（b）职业安全健康委员会、员工及其代表。 

3.15  预防与纠正措施 

3.15.1  组织应针对职业安全健康管理体系绩效监测与测量、审核和管理评

审活动所提出的预防与纠正措施，制定实施方案并予以保持，方案应能： 

（a）辨识并分析与相关职业安全健康法规和／或职业安全健康管理体系的

各种安排不符合的根本原因； 

（b）提出、制订并实施纠正与预防措施，包括职业安全健康管理体系自身

的调整，并检查其有效性，同时形成文件。 

3.15.2  如果评价职业安全健康管理体系或其它资料时发现危害预防与控

制措施不够充分或可能不充分时，应及时合理地调整预防与控制措施的优先顺序

并予以实施，并将此过程形成文件。 

3.16  持续改进 

3.16.1  组织应制定实施方案并予以保持，以持续改进职业安全健康管理体

系各有关要素及整个体系。方案中应考虑： 

（a）组织的职业安全健康目标； 

（b）危害辨识与风险评价的结果； 

（c）绩效监测与测量的结果； 

（d）与工作有关的伤害、疾病、不健康和事件的调查结果以及审核的结果

与建议； 

（e）管理评审的结果； 

（f）组织所有成员，包括安全健康委员会（如果有的话），对持续改进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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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 

（g）国家法律法规的变化，组织自愿签署的有关职业安全健康的章程和集

体协议； 

（h）所有新的相关信息； 

（i）有关员工健康保护与促进计划实施的结果。 

3.16.2  为不断改善职业安全健康绩效，本组织应与其它组织比较职业安全

健康管理方法和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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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语表 

本导则中术语含义如下： 

主动监测：检查危害和风险的预防控制措施，以及职业安全健康管理体系

的实施方案与所确定的标准的符合性。 

审核：一个系统的、独立的和文件化的过程，以获取证据并客观评价以确

定所定目标的实现程度。该过程并不一定指独立的外部审核（由来自组织外部

的一个或多个审核员进行的审核）。 

主管机构：负责制订职业安全健康管理体系政策和框架并提供给相关指导

职能的政府部门或其他团体。 

专业人员：接受过相应的培训，并具有足够的知识、经验和技能，能够完

成某一特定工作的人员。 

持续改进：不断加强职业安全健康管理体系工作，以全面改进组织的职业

安全健康绩效的循环过程。 

承包方：在雇主的作业现场按照双方协定的要求、期限及条件向雇主提供

服务的个人或组织。 

雇主：任何雇佣一个或多个员工的自然人或法人。 

危害：对人体的健康造成伤害或损害的潜在因素。 

危害评估：对各类危害的系统评价。 

事件：与工作有关或工作过程中发生的未造成人员伤害的不安全事情。 

组织：具有自身职能和行政管理的公司、商行、企事业单位、机构、学会、

协会或其中一部分，不论其是联营的、还是独营的，公有的或是私有的。对于

有一个以上运营单位的组织，其中的一个运营单位也可称为组织。 

职业安全健康管理体系：为建立职业安全健康方针和目标并实现这些目标

所制定的一系列相互联系或相互作用的要素。 

被动监测：对因危害和风险的预防与控制措施、职业安全健康管理体系中

的不足而引起的伤害、不健康、疾病和事件等进行检查、识别的过程。 

风险：危害性事件发生的可能性与其对人的健康造成损伤或损害的严重度

的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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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评价：评价作业场所的危害对人体的安全与健康造成的危险程度的过

程。 

安全健康委员会：根据国家法律、法规和惯例，组织所建立的由员工安全

健康代表和雇主代表组成的委员会。 

作业环境监测：指识别和评价影响员工身体健康的作业环境因素的通用术

语。包括对组织的作业场所中的卫生设施、职业卫生条件、有害因素、集体及

个体防护用品、员工暴露于有害物质的水平及其控制措施等内容的评价。从保

护员工健康的观点来看，作业环境监测应集中于但不仅仅局限于人机工效、事

故和疾病预防、作业场所职业卫生状况、作业组织及作业场所心理因素等方面。 

员工：定期或临时为雇主工作的人员。 

员工健康监测：为检测和识别异常情况而对员工健康进行评价的通用术语。

监测结果应用来保护和增进员工个人、集体以及受作业环境影响的人员的健康，

健康评价程序包括但不仅局限于对员工进行体检、生物学监控、辐射检查、问

卷调查及健康记录评估等内容。 

员工及其代表：导则中多次提及员工及其代表，目的在于如果有员工代表

的话，他们可作为员工参与的一种方式。在某些情况下，应包括所有员工及所

有员工代表的参与。 

员工代表：根据 1971 年 135 号《工人代表公约》，经国家法律和惯例认可

的任何人，如果他们是： 

（a）工会代表，即由工会或其成员指定的或推选的代表；或 

（b）选举代表，即依照国家法律法规或集体协议的相关条款，由员工自由

选举出的代表，其职责不包括被认为是工会专有特权的活动。 

员工安全及健康代表：根据国家法律、法规和惯例选举或指定的在作业场

所职业安全健康问题上代表员工利益的人。 

工伤、不健康与疾病：作业时因暴露于化学的、生物的、物理的环境下，

或因作业组织和心理等因素的作用而对健康产生的负面影响。 

作业地点：在雇主的控制下，员工必须工作的或必须去工作的物理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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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自国际劳工组织于 1919 年成立以来，已制定并正式通过了许多直接涉及职

业安全健康问题的国际劳工公约及相应的建议书，以及一些实施规程技术出版

物。它们阐明了大量的定义、原则、义务、职权和技术指南，这些都反映了来自

国际劳工组织175个成员国
3
三方代表在职业安全健康的许多方面的共同的观点。 

注：3.2001 年 6 月止 

相关 ILO 公约和建议书： 

公约 

编号 名称 

115 辐射防护公约，1960 

135 员工代表公约，1971 

136 苯公约，1971 

139 职业癌症公约，1974 

148 工作环境（空气污染、噪声与振动）公约，1977 

155 职业安全和卫生公约，1981 

161 职业卫生设施公约，1985 

162 石棉公约，1986 

167 建筑业安全和卫生公约，1988 

170 化学品公约，1990 

174 预防重大工业事故公约，1993 

176 矿山安全和卫生公约，1995 

 

建议书 

编号 名称 

114 辐射防护，1960 

144 苯，1971 

147 职业癌，1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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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6 工作环境（空气污染、噪声与振动），1977 

164 职业安全和卫生，1981 

171 职业卫生设施，1985 

172 石棉，1986 

175 建筑业安全和卫生，1988 

177 化学品，1990 

181 预防重大工业事故，1993 

183 矿山安全和卫生，1995 

 

所选 ILO 实施规程 

预防重大工业事故（日内瓦，1991） 

露天矿安全和卫生（日内瓦，1991） 

建筑安全和卫生（日内瓦，1992） 

工作中化学品使用安全公约（日内瓦，1993） 

海上和港口登船事故预防（日内瓦，第二版 1996） 

工作场所酒精与毒品相关问题的管理（日内瓦，1996） 

职业事故与疾病记录与报告（日内瓦，1996） 

员工个人资料保护（日内瓦，1997） 

森林工业安全和卫生（日内瓦，1998） 

工作场所环境因素（日内瓦，2001） 

相关出版物 

ILO: Declaration on Fundamental Principle and Rights at Work and its 

Follow-up,adopted by the International Labour Conference at its 86th 

Session, 1998.Geneva, 1998. 

——: Encyclopaedia of occupational health and safety, edited by 

Jeanne Mager Stellman. Geneva, 4th edition., 1998; 4-volume print version 

and CD-ROM. 

— — : Technical and ethical guidelines for workers ′  health 

surveillance,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Series, No. 72. Gene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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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UNCED）: 

Agenda 21 （Chapter 19 on environmentally sound management of chemicals）. 

Rio de Janeiro, Brazil, 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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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2001 年 4 月 19—27 日参加日内瓦 ILO 职业安全健

康管理体系导则会议专家与观察员名单 

与政府协商后任命的专家 

Mr.G.D.Cahalane, Manager, Strategic Policy,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Service, Department of Labour, Wellington （New Zealand）. 

Mr.N.Diallo, National Director of Employment and Labour Regulation, 

Ministry of Employment and the Public Service, Conakry （Republic of 

Guinea）. 

Dr.J.A. Legaspi Velasco, Director General, Secretariat of Labour and 

Social Protection, General Directorate of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Federal District （Mexico）. 

Dr.D.Podg ó rski,Deputy Director for Management Systems and 

Certification,Central Institute for Labour Protection, Warsaw 

（Poland）.Dr. K.E. Poppendick, Federal Institute for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Dortmund （Germany）. 

Mr.R.L.M. Puiatti, Fiscal Auditor of Labour, Ministry of Labour and 

Employment,Regional Delegation of Labour and Employment, Porto Alegre 

（Brazil）.Mr. M. Sasaki, Director, International Office, Ministry of 

Health, Labour and Welfare,Tokyo（Japan）. 

与雇主团体协商后任命的专家 

Dr.J.Asherson, Head of Environmental Affairs, Confederation of 

British Industry （CBI）, London （United Kingdom）. 

Dr.S.Böhm, Head, Occupational Health and Safety Department, 

Management Systems and Auditing, Bayer AG, Leverkusen （Germany）. 

Dr.L.Greco, Member of the Technical Group on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National Confederation of Industry （CNI）, Rio de Janeiro 

（Braz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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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r.T.Jepsen, Danish Employers ′  Confederation, Copenhagen 

（Denmark）. 

Mr.L.A.Mazhar, Executive Director, Federation of Egyptian 

Industries （FEI）,Cairo （Egypt）. 

Mr.T.Ott,Senior Corporate Manager, Environment, Health and Safety, 

Motorola 

Labs.Tempe, Arizona （United States）. 

Mr.S.Tanaka, General Manager, Safety and Health Administration 

Section, Nissan 

Motor Co. Ltd., Yokohama City （Japan）. 

与工人团体协商后任命的专家 

Dr.D.Bennett, National Director, Health, Safety and Environment, 

Canadian Labour Congress. Ottawa, Ontario （Canada）. 

Ms.C.Ching, Director, Economic and Social Policy Department, 

International Confederation of Free Trade Unions （ICFTU） Asian and 

Pacific Regional Organization, Singapore （Singapore）. 

Mr.B.Erikson, Industrial Hygienist, Norwegian Confederation of 

Trade Unions,Oslo （Norway）. 

Mr.P.Goguet-Chapuis, Technical Adviser in Health, Safety and 

Working Conditions （HSWC） and responsible for trade union training in 

HSWC, Trade Union training Institute of the French Confederation of 

Christian Workers （CFTC）,Paris  （France）. 

Mr.T.Mellish, Trades Union Congress, London （United Kingdom）. 

Ms.F.Murie, Director of Occupational Health and Safety,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Building and Woodworkers （IFBWW）, Carouge 

（Switzerland）. 

Ms.R.Rigotto, Professor, Federal University of Cear á  （ UFC） 

Fortaleza, Ceará（Brazil）. 

国际政府与非政府组织代表 

 28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 

（Dr.D.Nelson,Occupational and Environmental Health Unit） 

European Union 

（Mr.D.R.Carruthers, DG Employment and Social Affairs, European 

Commission）World Confederation of Labour （WCL） 

（ Ms.B.Fauch è re, Permanent Representative ） International 

Confederation of Free Trade Unions （ICFTU） 

（Mr.D.Cunniah, Director, ICFTU Geneva） 

（Ms.A.Biondi, Assistant Director, ICFTU Geneva） 

International Organisation of Employers （IOE） 

（Ms.B.Perkins, Assistant to the Secretary General） 

International Social Security Association （ISSA） 

（Mr.R.David, Representative） 

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n Occupational Health （ICOH） 

（Professor Alain Cantineau, Representative） 

（Ms.J.Fanchette, Representative） 

International Occupational Hygiene Association （IOHA） 

（Mr.H.G.E. Wilson, Representative） 

International Metalworkers′ Federation （IMF） 

（Mr.L.Powell, Director of Occupational Health and Safety 

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Nurses （ICN） 

（Dr.M.Kingma, Representative） 

International Construction Institute （ICI） and 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n 

Occupational Saftety and Health （ICOSH） 

（Dr.B.Goelzer, Representative） 

American Industrial Hygiene Association （AIHA） 

（Dr.C.Redinger, Representative） 

（Dr.Z.Mansdorf, Represent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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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Administration （OSHA）, US Department 

of Labour 

（Mr.Z.Bagdy, Deputy Director of Federal State） 

Institution of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IOSH）, United 

Kingdom 

（Mr.I.Waldram, Representative） 

Korea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Agency （HOSHA） 

（Mr.B.-N.Choi, Representative） 

Internatioal High College of Experts （IHCE） 

（Ms.M.J.Canizarès, Representative） 

ILO 秘书处 

Dr.J.Takala, Director, Safe Work-InFocus Programme on Safety and 

Health at Work and the Environment. 

Dr.J.Serbitzer, Coordinator, Occupational Safety Cluster, Safe 

Work-Infocus Programme on Safety and Health at Work and the Environment. 

Mr.S.Machida, Chemical safety Engineer, Occupational Safety, 

Cluster, Safe WorkInfocus Programme on Safety and Health at Work and the 

Environment. 

Mr.P.Baichoo, Technical Specialist, Occupational Safety Cluster, 

SafeWorkInfocus Programme on Safety and Health at Work and the 

Environment. 

Ms.Johanna Boixader, Administrative Coordinator, SafeWork- Infocus 

Programme on Safety and Health at Work and the Environment. 

Dr.N.Byrom, ILO Consultant, H.M. Principal Inspector, Health and 

Safety Executive, Bootle, United Kingd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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