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职业病诊断、鉴定济职业病病人权益保护的法律思考 PDF

转换可能丢失图片或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79/2021_2022__E5_AF_B9_

E8_81_8C_E4_B8_9A_E7_c122_479885.htm 内容摘要：目前，

我国职业病危害十分严重。虽然职业病属于临床医学范畴，

但同时涉及到法律问题。职业病诊断所需材料是职业病诊断

的重要证据，其举证责任的分配直接影响到法律后果。为使

劳动者合法权益得到保障，应完善职业卫生立法，明确双方

当事人的民事责任。在职业病诊断过程中，如果卫生行政部

门、职业病诊断机构、鉴定机构不作为，当事人可以提起相

应的行政诉讼或民事诉讼。在因职业病待遇而引起的劳动仲

裁中，如果用人单位是对工伤认定不服而提起行政复议或行

政诉讼，劳动仲裁不应当中止。职业病病人除了工伤保险给

付之外，应获得相应的民事赔偿。 主题词：职业病 诊断 鉴定

中止审理 民事赔偿 所谓职业病，是指企业、事业单位和个体

经济组织（以下简称用人单位）的劳动者在职业活动中，因

接触粉尘、放射性物质和其他有毒、有害物质等因素而引起

的疾病。 目前，我国职业病危害十分严重，而且职业病发病

率呈上升趋势。传统的职业病危害尚未得到完全控制，新的

职业病危害又不断产生，对劳动者的健康造成新的威胁。在

乡镇企业迅猛发展和外资企业大量涌入的同时，职业病危害

从城市向农村转移，从经济发达地区向经济发展较慢地区转

移，从国外向国内转移（《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

条文释义）。据统计，目前全国涉及有毒有害物质等因素企

业超过１６００万家，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的人数超过２亿

人①。有两个职业病集中的重点人群：一是约１亿名在中小



企业就业的农村进城务工的流动劳动者，二是１．３６亿名

在乡镇企业从事工业劳动的农村劳动力。在现阶段，这些人

群既是我国的劳动力主体，也是职业卫生工作的重点人群②

。 我国职业病防治主要确立了以下几项制度：前期预防制度

；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制度；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预评价制

度；劳动过程中职业病防护与管理制度；职业病警示制度；

监测制度；劳动者知情制度；职业病防治制度；紧急救援制

度；工会监督制度；职业病诊断和职业病病人保障制度；职

业病监督检查制度；卫生行政部门的监督检查制度。 职业病

虽然属于临床医学范畴，但同时也涉及到了法律问题。从职

业病的前期预防、劳动过程中的防护与管理、到职业病的诊

断、鉴定，以及职业病病人权益保障等，无不涉及到法律问

题。笔者在办理相关的职业病案件中，深深感到，虽然我国

的职业卫生法律、法规对职业病病人的合法权益做了明确规

定，但在实际操作中却遇到了一些难以解决的问题，笔者现

就职业病诊断、鉴定，职业病病人的权益保障等方面的热点

法律问题提出来，同大家共同探讨。 一、职业病诊断、鉴定

阶段的材料问题 1、职业病诊断所需材料的提交，是影响劳

动者申请职业病诊断的巨大阻力 所谓职业病诊断，是指由依

法取得职业病诊断资质的医疗卫生机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职业病防治法》以及国家颁布的有关职业病诊断法规、规

章、标准，对劳动者在职业活动中，因接触粉尘、放射性物

质和其他有毒有害物质等因素而引起的疾病所进行的诊断活

动。根据《职业病诊断与鉴定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的规定，

提起职业病诊断申请，应当提交如下材料：（一）职业史、

既往史；（二）职业健康监护档案复印件；（三）职业健康



检查结果；（四）工作场所历年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评价

资料；（五）诊断机构要求提供的其他必需的有关的资料。

职业病诊断机构将依据上述材料、结合职业病诊断标准、病

人的临床表现，综合分析，做出诊断结论。可见，上述材料

是做出职业病诊断的重要证据。 根据法律规定，能提起职业

病诊断、鉴定申请的主体有两个：一个是用人单位；一个是

劳动者本人。如果用人单位提起职业病诊断申请，上述材料

能够提交；因为这些材料都由用人单位掌管。但是，如果用

人单位不申请诊断，而由劳动者本人提起职业病诊断申请，

则很难提交上述材料。因为只要是劳动者本人提起申请的，

往往是用人单位不同意申请职业病诊断，在这种情况下，用

人单位通常不会出具诊断所需材料。 因此，当用人单位拒不

提交职业病诊断所需材料时，劳动者提交什么材料可以获得

职业病诊断，是目前职业病诊断的争议问题，同时也是如何

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的关键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

防治法》第四十八条规定了用人单位负有提交职业病诊断所

需材料的义务，但并没有规定如果用人单位违法不履行义务

，职业病诊断机构应当依据什么材料做出职业病诊断？虽然

《卫生部关于进一步加强职业病诊断鉴定管理工作的通知》

规定：用人单位不提供或者不如实提供诊断所需资料的，职

业病诊断与鉴定机构应当根据当事人提供的自述材料、相关

人员证明材料，卫生监督机构或取得资质的卫生技术服务机

构提供的有关材料，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

第四十二条的规定作出诊断和鉴定结论。但实践中往往会出

现这种情况：在诊断阶段，用人单位拒不出具诊断所需材料

，职业病诊断机构按照《卫生部关于进一步加强职业病诊断



鉴定管理工作的通知》的规定为劳动者做了职业病诊断，一

旦确诊为职业病，用人单位马上提起鉴定申请，而在鉴定阶

段，用人单位出具有关材料，这些材料可能能够证明用人单

位历年监测没有有毒有害物质，或者，虽有有毒有害物质，

但与劳动者所患疾病无关等等。在这种情况下，职业病鉴定

机构通常会做出与职业病诊断机构相反的鉴定结论。因此，

为了保证诊断结论的有效率，职业病诊断机构会要求申请人

提交所有的诊断材料。如果是劳动者个人提起职业病诊断申

请，往往会因为材料不全而不被职业病诊断机构所受理，或

者，虽然受理，但不组织诊断。这就造成了虽然法律规定劳

动者也是职业病诊断申请的主体，但实际上劳动者个人提起

申请，很难得到诊断。 2、用人单位在鉴定阶段提交的，其

在诊断阶段没有提交的职业病诊断所需材料的效力及其法律

后果 职业病诊断所需材料作为职业病诊断的重要证据，在职

业病诊断过程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其举证责任的分配直接

影响到法律后果。虽然我国职业卫生法律、法规明确规定，

用人单位负有提交职业病诊断材料的义务，但并没有规定不

履行义务的民事法律后果。因此，对于用人单位在鉴定阶段

提交的，其在诊断阶段没有提交的且对职业病认定不利的材

料的效力问题，存在三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根据目前的

职业卫生法律规定，在鉴定阶段应当允许职业病申请当事人

提交证据，鉴定机构应当依据鉴定阶段的证据材料做出鉴定

意见。另一种观点认为：法律明确规定，用人单位负有提交

职业病诊断所需材料的义务，在诊断阶段用人单位拒不提交

诊断所需材料，首先是不履行法定义务，其次应当承担举证

不能的法律后果。因此，在鉴定阶段，用人单位已丧失了提



交证据的权利，鉴定机构应当依据诊断阶段的证据材料做出

鉴定意见。第三种观点认为：用人单位在诊断阶段不提交职

业病诊断所需材料，鉴定机构应当区别对待：对于在诊断阶

段能够提交而不提交的证据材料，不予采纳，对于在诊断阶

段因客观原因不能提交，且已向诊断机构做出说明的材料，

可以采纳。 按照第一种观点，用人单位将利用法定程序，达

到逃避责任的目的，其后果是恶劣的。首先，当用人单位不

履行举证义务时，尽管职业病诊断机构根据诊断阶段所查证

的事实，依据法律规定作出肯定的诊断结论。但该结论往往

会被职业病鉴定结论所推翻，其依据就是用人单位在诊断阶

段应当提交而不提交，且对职业病诊断不利的材料。这种现

象在现实中普遍存在，从理论上说，职业病诊断所依据的实

体法在程序面前自然失效，这在法理上是讲不通的。 其次，

职业病诊断结论被职业病鉴定结论推翻以后，职业病诊断机

构的社会公信力将受到影响，职业病诊断机构为了维护自己

的社会公信力，会尽量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当劳动者提起

职业病诊断申请时，职业病诊断机构会依据《职业病诊断与

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要求劳动者提交职业病

诊断所需的所有材料，结果往往是劳动者因不能提交材料而

得不到诊断。这就使《卫生部关于进一步加强职业病诊断鉴

定管理工作的通知》中关于用人单位不提供或不如实提供诊

断所需材料时，职业病应如何诊断的规定，在现实中得不到

很好的贯彻、实施。这在客观上造成了对劳动者合法权益的

侵害，对用人单位违法行为的纵容。这显然不符合《中华人

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职业卫生工作必须把保护劳动者

健康及相关权益放在第一位”的立法本意。（《中华人民共



和国职业病防治法》条文释义） 第二种观点虽然考虑到了用

人单位所应当承担的民事责任，但却没有充分考虑到职业病

诊断所依据的客观事实。如果不加区别，全面否定在鉴定阶

段用人单位所提交的材料，也有失民法上的公平、公正。 笔

者同意第三种观点，因为，用人单位在职业病诊断阶段不提

交诊断所需材料，可能存在两种情况：一种是故意不提交；

另一种是因为客观原因无法提交。如果是第一种情况，其行

为显然是违法的，目的是逃避责任。职业卫生法律、法规虽

然没有明确规定这种违法行为应承担的民事责任，但根据我

国民法原理，用人单位应当对其违法行为承担相应的民事责

任。具体说，在职业病诊断阶段，用人单位承担的应当是举

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即，如果用人单位不能证明其工作场所

不存在职业病危害因素，就应当认定为其工作场所存在职业

病危害因素，职业病诊断机构可综合其他方面依法诊断。进

入鉴定阶段后，用人单位又提出证明其工作场所不存在职业

病危害因素的证据材料，鉴定机构应当不予采信，让其承担

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这样，将有效地抑制用人单位的违法

行为，提高职业病诊断、鉴定的效率性和公正性，同时也减

少了对医疗卫生资源的浪费。 如果确实是因为客观原因无法

提交，且已在诊断阶段记录备案，应当允许其在鉴定阶段提

交相关证据材料。 职业健康监护档案等职业病诊断材料是职

业病诊断的重要依据之一，也是区分健康损害责任和进行职

业病鉴定的重要依据，因此，无论是对用人单位还是劳动者

，其意义十分重大。《职业病防治法》对用人单位的建档、

保存和使用管理义务作了明确规定。其中包括用人单位应当

为劳动者建立职业健康监护档案，并按照规定的期限妥善保



存；职业健康监护档案应当包括职业史、职业病危害接触史

、职业健康检查结果和职业病诊疗等有关个人健康资料；劳

动者离开用人单位时，有权索取本人职业健康监护档案复印

件，用人单位应当如实、无偿提供，并在所提供的复印件上

签章。但无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还是其他

职业卫生法律、法规都没有规定，如果用人单位违法不履行

上述义务应承担的民事责任，因此就出现了在提交职业病诊

断材料的问题上，劳动者合法权益难以得到保障的问题。笔

者认为，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是完善职业卫生立法，明确职

业病申请当事人不履行义务时各自应当承担的民事责任；根

据我国民法原理和民事证据理论，制定明确的职业病诊断和

鉴定证据规则，只有这样，才能使《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

防治法》等职业卫生法律、法规得到有效贯彻，真正实现预

防、控制、消除职业危害的目的。 二、职业病申请当事人与

卫生行政部门、职业病诊断、鉴定机构的关系问题 1、职业

病申请当事人与卫生行政部门的关系 职业病申请当事人是指

能够提起职业病诊断与鉴定申请的主体，即用人单位和劳动

者；卫生行政部门是指依照职业病防治法律、法规、国家职

业卫生标准和卫生要求，依据职责划分，对职业病防治工作

及职业病危害检测、评价活动进行监督检查的县级以上人民

政府卫生行政部门。根据《职业病防治法》的规定，卫生行

政部门对用人单位具有监督检查职能，对用人单位的违法行

为有权进行处罚。当用人单位因不提交职业病诊断所需材料

而使劳动者无法申请职业病诊断时，劳动者可以到卫生行政

部门投诉，卫生行政部门应当依法受理，并做出处理意见。

实践中，如果投诉属实，卫生行政部门通常会首先对违法用



人单位下达限期整改通知书，责令用人单位提交诊断所需材

料。如果用人单位在整改期满后依然不提交诊断所需材料，

卫生行政部门应根据法律程序，做出相应的行政处罚。 如果

劳动者投诉到卫生行政部门，卫生行政部门经查证属实，但

对用人单位不提交劳动者职业病诊断所需材料的行为置之不

理，劳动者可以以行政相关人的身份，以卫生行政部门不履

行法定职责为理由，提起行政诉讼。 2、职业病申请当事人

与职业病诊断机构的关系 职业病诊断机构的职责，就是对疑

似职业病病人进行诊断，并作出肯定或否定的结论，但是，

如果职业病诊断机构不履行职责，不为劳动者进行职业病诊

断，劳动者有何救济途径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

防治法》的规定，劳动者可以向卫生行政部门投诉，如果对

卫生行政部门的处理不服，应当可以提起行政复议或行政诉

讼。但笔者认为，除此之外，对职业病诊断机构应当可以提

起民事诉讼。理由如下： （1）职业病诊断机构是由省级以

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批准的，具有职业病诊断资质的医

疗卫生机构（《职业病防治法》第三十九条）。且职业病诊

断机构独立行使诊断权，并对其做出的诊断结论承担责任（

《职业病诊断与鉴定管理办法》第九条）。这说明，职业病

诊断机构应当是一个民事主体。 （2）根据《职业病防治法

》第七十三条的规定，从事职业卫生技术服务和承担职业健

康检查、职业病诊断的医疗卫生机构违反《职业病防治法》

的规定，超出资质认证或者批准范围从事职业卫生技术服务

或者职业健康检查、职业病诊断的；不履行法定职责的；出

具虚假证明文件的，由卫生行政部门进行处理，承担行政责

任。违法情节严重的，还应当承担刑事责任。这说明，卫生



行政部门对职业病诊断机构具有行政执法权，其法律地位是

行政相对人，因此，职业病诊断机构应当具有民事主体资格

。 既然职业病诊断机构具有民事主体资格，就相应地具有民

事诉讼主体资格，当因其不受理职业病申请当事人的诊断申

请，或者不组织职业病诊断而侵害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时，

职业病申请当事人就有权提起民事诉讼。 3、职业病申请当

事人与职业病鉴定机构的关系 我国的职业病鉴定实行两极鉴

定制，即当事人对职业病诊断有异议的，可以向作出诊断的

医疗卫生机构所在地的地方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申请鉴定

；对该鉴定仍然不服的，可以向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

府卫生行政部门申请再鉴定（《职业病防治法》第四十五条

）。笔者认为，职业病鉴定具有行政性质，应当是一种行政

确认行为。理由如下： （1）受理主体不同：职业病诊断的

受理主体是职业病诊断机构；职业病鉴定的受理主体是设区

的市级或省级卫生行政部门。 （2）作出结论的责任主体不

同：职业病诊断是由职业病诊断机构组织三名以上取得职业

病诊断资格的职业医师进行的集体诊断。职业病鉴定是由卫

生行政部门组织的职业病诊断鉴定委员会承担。因此，笔者

认为：首先，职业病鉴定的受理主体是卫生行政部门；其次

，虽然职业病诊断鉴定委员会不是行政机关，但却是由卫生

行政机关组织的，并对卫生行政机关负责。其对诊断进行鉴

定的行为，在本质上是对已经发生的法律事实的确认，从而

为卫生行政机关依法行政提供依据，同时也为确定职业病当

事人的权利义务提供了依据。因此，从本质上讲，职业病的

两级鉴定行为是一种行政确认行为。 但是《职业病诊断与鉴

定管理办法》第十九条第四款规定：省级职业病诊断鉴定委



员会的鉴定为最终鉴定。由此可见，根据《职业病诊断与鉴

定管理办法》的规定，最终的鉴定结论应当具有不可诉性，

但是依照行政法原理，既然是具体行政行为，应当具有可诉

性。对于这个问题，笔者将在后文中详述，在此不再展开。 

三、劳动仲裁程序中有关中止审理的问题 《职业病防治法》

规定，职业病病人依法享受国家规定的职业病待遇；职业病

病人的诊疗、康复费用、伤残以及丧失劳动能力的职业病病

人的社会保障，按照国家有关工伤社会保险的规定执行。《

工伤保险条例》规定，患职业病的，应当认定为工伤。因此

，当劳动者因职业病待遇与用人单位发生纠纷时，适用劳动

法律，按劳动争议程序处理。在因职业病待遇而提起的劳动

仲裁程序中，可能会遇到这种情况：在审理过程中，用人单

位因提交了不服工伤认定的行政复议受理通知书或行政诉讼

受理通知书而要求中止审理，在这种情况下，劳动仲裁程序

是应当中止审理，等待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结果呢？还是不

应当中止审理？这个问题，是实务中争议较大的问题。同时

也是当事人各方倍加关注的问题。 关于劳动仲裁中止审理的

情形，我国的劳动法律没有明确规定，这方面的规定散见在

地方的办案规则中，概括起来不外乎有这样几种情形： （一

）劳动者死亡，需要等待继承人表明是否参加仲裁的； （二

）劳动者丧失民事行为能力，尚未确定其法定代理人的； （

三）一方当事人因不可抗拒的事由不能参加仲裁的； （四）

本案必须以另一案的处理为依据，而另一案尚未审结的； （

五）其他依法应当中止仲裁的情形。 在因职业病待遇而提起

的劳动仲裁中，当用人单位提起工伤复议申请或行政诉讼时

，劳动仲裁庭通常会依据“本案必须以另一案的处理为依据



，而另一案尚未审结的”为理由，中止劳动仲裁的审理。笔

者认为，这种做法有待商榷。因为，这种情况下的劳动仲裁

中止审理，其前提条件是据以仲裁的事项具有不确定性。如

果用人单位是对劳动能力鉴定等级不服，提起劳动能力等级

重新鉴定申请，应当中止审理，因为劳动能力等级鉴定是一

种技术鉴定，在没有最终确定以前，不具有法律效力。而且

劳动能力等级不同会直接影响工伤待遇，因此，在劳动能力

等级不确定的情况下，劳动仲裁庭中止审理是正确的。 但是

，如果用人单位是对工伤认定不服而提起行政复议或行政诉

讼，劳动仲裁庭就不应当中止审理，理由有二： 1、从工伤

认定行为的效力看：《工伤认定办法》第十九条规定：职工

或者其直系亲属、用人单位对不予受理决定不服或者对工伤

认定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这说明，工伤认定行为是行政机关依法履行职责的行政行

为。既然是行政行为，就应当具有行政效力。也就是说行政

行为一经做出，即对任何人都产生被推定为合法有效而予以

尊重的法律效力；非依法定原因和法定程序，任何人不得随

意撤销或变更。另外，行政诉讼法上有一项特有原则：起诉

不停止执行原则，这个原则是指行政主体的具体行政行为一

经作出，即推定其合法有效，具有执行力，不因相对人提起

行政诉讼而停止执行。另外，起诉不停止执行原则是建立在

行政行为效力的原理之上的，即行政行为一经作出并经告知

、受领或附条款规定之日起，就具有公定力、确定力、拘束

力与执行力。没有执行力，行政行为的公定力、确定力与拘

束力便无从实现，因此，行政行为都应具有执行力。（前文

所述行政行为指的是具体行政行为） 由此可见，劳动社会保



障行政部作出的工伤认定决定，自作出时效力即已确定，且

当然具有执行力。因此，笔者认为，不服工伤认定的行政复

议或行政诉讼不能成为劳动仲裁中止审理的理由。 2、从工

伤认定所依据的事实看：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我

国工伤认定的事实包括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因工作遭受事

故伤害的职工；另一种情况是患职业病的职工。劳动保障行

政部门对以上两种情况的工作职能是不同的，对第一种情况

，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根据需要可以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进行

调查核实，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予以协助。用人单位、医疗

机构、有关部门及工会组织应当负责安排相关人员配合工作

，据实提供情况和证明材料（《工伤认定办法》第八条）。

对第二种情况，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对申请人提供的符合国家

有关规定的职业病诊断证明书或者职业病诊断鉴定书，不再

进行调查核实。职业病诊断证明书或者职业病诊断鉴定书不

符合国家规定的格式和要求的，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可以要求

出具证据部门重新提供（《工伤认定办法》第九条）。这说

明，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有权对因工作遭受事故伤害的事实进

行实质审查；而对因职业病遭受损害的事实不进行实质审查

，只进行形式审查。也就是说，只要是因职业病而被认定为

工伤的，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就必须作出工伤认定。除非当事

人在法定期限内依据《职业病诊断与鉴定管理办法》的规定

，推翻原职业病诊断证明书或职业病鉴定证明书的结论，但

这应当是卫生行政部门的职责，而非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职责

。因此，当劳动者因患职业病而被认定为工伤时，据以认定

的事实清楚、确定，具有可执行性。所以，笔者认为，劳动

仲裁庭在审理因职业病待遇而发生的劳动争议时，不能根据



一方已经提起的不服工伤认定的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而中止

劳动仲裁的审理。 四、职业病病人的民事赔偿请求权问题 《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第五十二条规定：职业病病

人除依法享有工伤社会保险外，依照有关民事法律，尚有获

得赔偿权利的，有权向用人单位提出赔偿请求。根据该条规

定，当“用人单位违章指挥、玩忽职守、不讲科学冒险蛮干

，造成劳动者罹患职业病时，职业病病人除依法享受工伤社

会保险补偿外，有权依照民事法律的相关规定，向用人单位

提出赔偿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条文释

义）。但实践中，职业病病人却难以依照该条规定向人民法

院提起民事赔偿请求。因为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

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的规定

，工伤职工只能申请工伤保险补偿，而不能向人民法院请求

民事侵权损害赔偿。因此就出现了全国人大立法与司法解释

的不一致。虽然目前职业病病人难以向法院提起民事赔偿请

求，但我国有关工伤补偿与民事赔偿的立法正在逐步进步、

完善。 我国于1951年就建立起了工伤保险制度，但适用范围

十分狭窄，实施对象仅限于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的职工

。1996年劳动部颁布了《企业职工工伤保险试行办法》，该

办法规定，我国境内的企业必须按照该办法建立工伤保险制

度，职工发生工伤或患职业病以后，依照该办法实行工伤保

险赔偿。不仅如此，2002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

产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又做出了比《企

业职工工伤保险试行办法》更完善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

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八条规定：“因生产安全事故受到损

害的从业人员，除依法享有工伤社会保险外，依照有关民事



法律上有获得赔偿权利的，有权向本单位提出赔偿请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第五十二条规定：“职业

病病人除依法享有工伤社会保险外，依照有关民事法律，尚

有获得赔偿权利的，有权向用人单位提出赔偿请求”（《最

高人民法院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的理解与适用》）。 应当

看到，与我国长期以来形成的工伤职工除了保险给付之外几

乎没有获得民事赔偿的状况相比，《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

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对这一问题的规

定都迈出了一大步。更令笔者欣慰的是，正在讨论的《最高

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征求意见稿）第三十条规定：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因生产

安全事故受到伤害，或者被诊断患有职业病，已经享受工伤

保险待遇后，又请求用人单位承担精神损害赔偿责任的，人

民法院应予支持。笔者相信，随着我国立法的进步和完善，

在职业病诊断与鉴定、职业病病人的权益保障等各方面出现

的问题会逐步得到解决。 主要参考资料： ①《卫生部：我国

职业病危害人数超两亿三大趋势》，载于北京青年报，2005

年4月20日 ②《职业病危害重点人群摸清》（作者：王加加，

山东铭丰律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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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