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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46/2021_2022_2010_E5_9B_

BD_E8_80_83_c26_646675.htm 近段时间，河南省工人张海超

“开胸验肺”事件在媒体中引起广泛的关注。当前，关于职

业病防治成为人们广泛谈论的话题。基于此，职业病鉴定弊

病很有可能成为2010年国考申论命题热点之一，这里京佳老

师给出备考“职业病鉴定弊病”的相关背景知识，以供广大

有志于国家公务员考试的考生参考。一、问题及现象1. 随着

河南省卫生厅、郑州市委市政府等相继对“开胸验肺”事件

中相关单位和人员进行责任追究，“开胸验肺”事件似乎已

告一段落，但该事件暴露出的职业病防治领域的问题，再次

引起全社会的关注。 河南省新密市民工张海超因从事过马路

切割等工作，怀疑自己得了尘肺病，曾四处问诊，但始终得

不到正式承认。2009年6月22日，张海超不得以进行第一次开

胸验肺，但结果依然没有得到郑州市职业病防治所的认同

。2009年7月26日，为了维权开胸验肺的张海超称，“必要时

，愿意二次开胸验肺。” 张海超做出的“与其等死不如赌一

把”之举，令人震惊。该事件发生后，媒体评论认为此事件

暴露出了职业病维权的艰难处境，暴露了职业病防治漏洞。

媒体认为，张海超的成功是偶然的，要防止这类事件再次发

生必须对制度来一次“开胸验肺”，彻底解决该事件唯有修

法。2. 根据卫生部的通报，2008年各地职业病报告中，诊断

尘肺病新病例数超过100例的群体性病例报告有13起。一些专

家认为，尘肺病实际数字可能要超过这些，因为一些地方存

在对尘肺病病例隐瞒不报的情况，从张海超艰难的维权个例



可以看出，职业病的确诊道路有多艰难！3. 按照有关专家的

估计，全国尘肺病患者保守估计已超过60万人。不仅仅是尘

肺，在我国，现在7个人里面就有一个可能遭受职业病的危害

，总体接触职业危害因素的人群数字上超过两亿，其中乡镇

企业务工人员数量在一亿三千万以上。从行业上来讲，煤炭

、冶金、化工、建筑等传统行业，一直到计算机、汽车制造

、医药、生物工程等新兴产业以及第三产业等30多个行业

、1600多万家企业都有职业危害。去年我国是一万三千多人

患职业病，截止到2007年以前的数字是69万多，再加上一万

三千多，应该是70万人被确诊为职业病了。有些职业病没有

经过确诊，没有享受保险待遇，本人也不知道。正规的大企

业，可能按照职业病有关规定向国家上报了数字，但是有些

小企业、小煤矿、小厂矿，患了职业病的人可能回家了，统

计不出来的约占一半，总体数字可能超过120万、130万，是

非常庞大的。4.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公共医疗卫生工作

，在2007年5月21日国务院批转的《卫生事业发展“十一五”

规划纲要》中明确要求，“认真落实《职业病防治法》，建

立有效的职业病防治体系，提高职业病防治能力，切实加强

职业病危害的管理和监督，减少职业病发生，做好职业病患

者的诊断和康复工作”。要求卫生部门提高认识，加强领导

，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加强对职业病诊断机构与鉴

定组织的建设和管理，规范诊断鉴定行为，进一步完善职业

病诊断与鉴定管理制度和职业病诊断标准。 二、职业病发病

高的主要原因一是工作环境恶劣。罹患职业病的农民工打工

场所主要集中在三资企业和民营企业、乡镇企业、个体矿山

等，工作环境恶劣、自身防护意识薄弱是致病的主要原因。



二是一些见利忘义的企业主漠视工人权益。据媒体报道，广

东惠州一合资企业一年之内接连3人猝死，工人们每天都要接

触二氧化硅、重金属、三氯乙烯等可能导致职业病的有害物

质。可工人们对此不仅全然不知，而且连最基本的防护口罩

都没有。为了节电，企业经营者将工厂8个排气槽功率改小

，6个排气扇只开4个。三是政府部门执法不到位、监督管理

不力。由于过时的《职业病防治法》和《职业病诊断与鉴定

管理办法》不适应市场经济的管理特点，加之一些无孔不入

的腐败现象环生，身患职业病的农民工，很难得到及时的诊

断，合理的补偿和及时治疗，甚至被老板以各种理由驱走。

更糟糕的是，绝大多数农民打工时未与业主签订劳动合同，

也未保留相关劳动凭证，职业病工伤索赔存在相当难度。即

使有了及时准确的诊断也得不到赔偿和治疗。三、当前职业

病诊断鉴定存在两方面问题一、是外部问题，主要表现在：

多年来，由于劳动合同制度不健全，用工管理混乱，劳动者

与用人单位之间劳动关系不清、劳动者的职业史和接触职业

病危害情况不明确，造成职业病诊断机构难以受理劳动者的

职业病诊断申请，一些职业病患者不能及时进入法定诊断程

序。 二是内部问题，主要表现在：有的职业病诊断机构不严

格依法依标准开展诊断工作；有的单位害怕承担责任，回避

矛盾，也有不具备职业病诊断资格的单位擅自进行职业病诊

断或极个别单位违反国家职业病诊断鉴定规定把职业病诊断

作为创收的手段；现行职业病诊断与鉴定规定还不够完善，

如职业病诊断证明书、诊断鉴定书等法律文书还有待进一步

规范；职业健康监护与职业病诊断鉴定工作脱节，职业健康

体检工作不规范，体检机构和诊断机构各自的职责应当进一



步明确，工作机制也有待进一步理顺；职业病诊断机构的技

术能力有待提高。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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