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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制度 我国政府十分重视化学品的安全管理工作，在“安全

第一，预防为主”的方针指导下，制定了一系列法规和标准

，并相应出台了一些化学品管理规定和办法，这对有效地控

制和预防化学品的危害起到了积极的作用。1987年国务院《

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其中对化学危险物品的生产

、使用、储存、运输、经营都作了具体规定。 为了加强作业

场所化学品的管理，原劳动部、原化工部颁布了《工作场所

安全使用化学品规定》(1996)，要求化学品的生产单位必须对

所生产的化学品进行危险性的分类，编写安全技术说明书与

安全标签，向作业人员公开化学品的危害。2000年国家经贸

委颁发了《危险化学品登记注册管理规定》，旨在通过化学

品登记，加强我国的化学品管理。 此外，颁布了《药品管理

法》、《兽药管理暂行条例》、《农药管理条例》等法规和

规章对医药、兽药、农药分别进行管理，建立了较完善的登

记、注册及试验制度；又颁布了《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

》、《食品卫生法》、《化妆品卫生监督条例》对固体废物

、食品添加剂和化妆品分别进行管理。 针对化学品进出口数

量增大、品种扩大、危险性增加的形势，为了加强化学品管

理，执行《伦敦准则》并与国际接轨，1994年5月国家环保局

、海关总署、对外经济贸易部联合颁布了《化学品首次进口

及有毒化学品进出口环境管理规定》、《中国禁止或严格限

制的有毒化学品名录》(第一批)。 鉴于化学品运输危险巨大



、事故多的特点，铁道部颁布了《铁路危险货物运输规则》

，交通部颁布了《船舶装载危险货物监督管理规则》、《道

路危险货物运输管理规定》和《港口危险货物管理暂行规定

》。 2001年10月27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职业病防治法

》，该法的实施对保障作业人员健康、优化作业环境具有重

要意义。 为了使化学品管理与国际接轨，完善我国的化学品

管理体系，我国正在组织制定或修订一系列化学品管理法规

，以适应新形势下化学品管理的需要。 为了加强化学品的安

全管理，我国开展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1．建立了登记

注册制度 (1)危险化学品登记制度。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依据原国家经贸委19号令《危险化学品登记注册管理规定》

，对国内生产的所有危险化学品进行登记，通过登记，推行

安全技术说明书和安全标签制度，全面落实170公约，充分掌

握我国危险化学品的生产状况和重大工业危险源的分布情况

，为编制国家重大化学事故应急预案提供依据。 (2)农药登记

制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药管理条例》(1997)，凡国内

进口或国内生产的农药新产品，投产前须进行登记，否则不

得生产、销售和使用。 凡经农药登记评审委员会审议证实对

环境、人畜及其他有益生物有严重危害的农药，由农业部宣

布限用或撤销登记。 (3)国外医药品的登记注册。国外医药研

究机构、生产商在中国进行注册、进行临床试验和申请进口

时由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负责审核批准。 (4)毒物登记。为了

搞清化工行业毒物的分布状况，强化化学毒物的管理，化工

部依据《化学工业毒物登记管理办法》，从1988年开始在全

化工行业进行毒物登记工作，登记包括理化性质、毒理学资

料、人体危害资料、对环境与生态的影响等侧重于工业卫生



方面的内容。为了更好地开展这项工作，化工部分两批公布

了近600种危害性大的工业毒物，参加登记的化工企业有2000

多家，目前企业已完成登记任务。 2．建立了生产许可证制

度 《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中规定，新建、扩建、改

建生产化学危险物品的企业必须经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

审批，并向当地化工主管部门申请生产许可证，由工商行政

管理部门发放营业执照。 根据国务院《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

试行条例》(1984)的规定，化工部负责发放、管理、监督化工

产品生产许可证。化工部1987年颁布了《化工产品生产许可

证管理办法》规定了取得化工产品生产许可证的企业应具备

的条件。从1999年起，危险化学物品的生产许可证发放管理

工作划入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统一管理。 此外，对医药品、

麻醉品和兽药、农药的生产与经营分别由国家药品监督管理

局、国家经贸委审查批准，发放生产许可证。 3．建立了储

存、运输管理制度 针对化学品的储存和运输，我国建立了一

系列管理制度，有《常用危险化学品贮存通则》(GB

156031995)以及铁路、公路、水路危险货物运输规则等。 4．

建立了进、出口管理制度 为了保证我国人民的安全与健康，

防止重大环境污染物进人我国，针对农药、化妆品、一般化

学品的进口实行进出口许可证制度，进口货物经登记评审许

可后方可进入我国。 5．建立了我国化学事故应急救援体系 

建立化学事故应急救援体系是我国保证经济飞速发展的需要

，是与国际接轨的重要举措。1996年我国已着手建立起了化

学事故应急救援抢救系统，依托国内科研机构的力量，建立

了8大化救中心。目前已开通24h应急咨询电话，随着化学品

登记工作的发展，我国将要建立起0一III级的化学事故应急服



务体系。 6．安全卫生的监督监察工作 监督监察是各种规章

制度得以实施的重要保证，工作的质量将直接影响着我国危

险化学工业的正常发展。我国已建立起了比较完善的监督监

察体系，各省、地市均聘有安全监察员，为保证我国各行业

作业人员的安全做了大量工作。 另外，我国在有毒有害作业

岗位职工的健康监护、安全培训方面以及安全卫生信息服务

方面也均开展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工作。 由于我国的机构改

革，各部门职能发生了很大变化，虽然建立了这些制度，但

大部分制度的执行已处于停顿状态，甚至未能全面实施，影

响了我国化学品管理的进程。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

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