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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_E5_9B_BD_c26_646943.htm 尘肺工人维权困局亟待破解 河

南省民工张海超为了维权“开胸验肺”之举，引起媒体广泛

关注职业病维权的艰难处境。防范职业病尤其是尘肺病势在

必行，早在2001年年底，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宣布将

正式实施《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规范》国家标准时，已统

计全国有50多万个厂矿存在不同程度的职业危害，实际接触

粉尘、毒物和噪声等职业危害的职工有2500万人以上。而

在2006年初，卫生部官员在“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国际论坛”

上，透露我国现有1600万家企业存在着有毒有害的作业场所

，受不同程度危害的职工总数有2亿人，并呼吁企业要增强法

制观念，加强健康宣传教育，组织职工参加不同形式的医疗

保险。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认真讨论“尘肺工人”追讨权

益事件，我觉得首先要肯定政府在“法律框架、人文关怀”

的原则下，正在努力解决问题，也做了很多工作。不难明白

，假定一个工人的治疗与赔偿以10万元计，仅这些上访追讨

权益的职业病工人就涉及千万元款项。政府的支出需要法理

依据，一件事情的处理，也需要考虑多个方面。比如，此类

人群最终涉及到的总体规模多大?某种赔偿标准或“关怀”标

准会不会引发连锁式的比附?如何使企业承担其应负的责任，

而不是用公帑大包大揽?所有这些考虑，并非不合理。 但是，

与那些已经呼吸困难的工人，在警察的监视下，三方对质劳

动关系，这是何其难堪的场面。有些道理，有些法律，单独

来看不是不对。但是，在具体事件中，它以这样的“画面”



而呈现，就实在冲击了普通人的良善心理，会影响政府形象

。工人若已病重，其人生基本没有多少选择了。但政府总是

可以有选择的，政府尚未穷尽一切可能性。 所以我认为，政

府应该更大气更果断一些解决问题。首先应该达成一个临时

协议，先让工人住进医院检查和治疗。先救人，再谈判。其

次应当破除“刻板法律主义”，把职业安全保护与工伤救治

作为重大决策事项，单独立案，大笔拨款。与企业的责任关

系问题，要作为政府与企业的关系来谈。就是说，在工伤问

题上，政府是工人的代理，至少，工会必须是工人的代理，

不能“中立”。 破除“刻板法律主义”而大笔拨款，需要找

到新的理由。我将论证，这个理由是存在的。至少存在着寻

找和“构建”这个理由的可能性。为行文简便，我将只谈一

些结论性思考，主要是两点。 首先，将职业病防治与工伤救

治问题与环境保护问题挂钩，同等对待，平行推进。我们过

去的发展，用了两个代价，一个是环境，一个是农民工的生

命和健康。这是公认的，是可以写进历史和教科书的科学知

识。按照“先污染后治理”的潜规则，政府现在愿意为环境

治理花钱，愿意偿还环境债务了。比如广州市愿意花数百亿

元整治珠江以及河涌。我所说的挂钩原则，就是以同样的精

神和方式对待农民工的健康追诉。从官员到市民，我们应该

一起来思考和回答这个问题，为什么我们愿意花钱治理环境

，却不愿意花钱治疗农民工?说穿了，难道不是因为肮脏的江

水和空气等影响了我们，我们逃不掉，所以我们花钱。但是

，得了病的农民工自己会回家，他们最终怎么样，我们眼不

见心不烦。如果是这样，我们讲“以人为本”的时候不虚伪

吗?那些公正的法律，难道不是优先方便了我们城里人的自私



、自恋和自欺欺人吗? 其次，将职业病防治与工伤救治问题与

科学发展观挂钩，探索总体解决思路。而这先要超越低位阶

的法规，先确认总体责任。这里的科学方法，包括三个基本

步骤。第一，确认一个农民如果仅仅在家里种田，不会患上

工业性的尘肺病。第二，确认上访的农民工的确患上了尘肺

病。第三，确认患上了尘肺病的农民工的工作年限。这三点

都不难做到。由此便可认定，一个人为城市建设付出了健康

代价，这在科学证据链上已经完全成立。依据这样三点，完

全可以重构一个行政流程。它以医学证据为核心，超越了劳

动关系的论证。 我希望看到有百亿元甚至千亿元规模的基金

用于农民工的健康。基金的构成问题，企业与社会公益慈善

组织的参与问题，是另外一个话题。劳动标准与劳工保护问

题是全国性的，甚至是全球性的。 相关链接： 国家公务员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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