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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职业病处理难，职业病维权难，是很多接触职业病处理实务的法律工作者的感慨，身处其间的人
力资源工作者与普通劳动者的感受就更深了。
长期关注与研究职业病法律问题的我们对此更是感同身受，很早就考虑要出版一本专著，帮助一线的
法律工作者、人力资源工作者与劳动者正确处理职业病争议，依法保障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虽从2007年即已开始酝酿，然直到参与《职业病防治法》修法工作结束，才终于下定决心要出版这本
专著，以不负多年之夙愿。
　　应该说，我与义联团队在职业病法律领域倾注了大量的精力。
了解我的经历的朋友都知道，从事劳动法领域的工作就是从工伤维权开始的。
在研究工伤法律的同时，我就特别关注职业病。
由此追溯到2004年《最新工伤处理操作实务》的出版，我在写作职业病法律实务专篇的时候就已经发
现了职业病法律制度弊端重重导致职业病工人维权举步维艰，强烈感受到“职业病是中国社会高利贷
”。
2006年7月，我在司法部“全国法律援助处长培训班上”主讲《工伤维权是农民工维权重中之重》，指
出“以牺牲人的健康甚至生命来发展经济，无异于杀鸡取卵”，呼吁重视农民工的职业病法律援助工
作。
　　2007年10月义联成立后，我们就将职业病法律制度的研究列为工作重点，并在杂志上公开发表文
章多篇。
记得当时我曾去拜访时任北京市总互会党组书记的张建民同志，建民同志曾经问我需要什么帮助，我
当时提的唯一请求就是希望市总支持我们开展北京市职业病问题的研究工作。
　　2010年年底《工伤保险条例》正式修改，此前征求修法意见的过程中，关于职业病的工伤处理程
序简化、工伤保险待遇应予充分保障的话题就一直是我们推动修法的重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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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近年来，职业病群发事件逐渐走进公众视野，职业病患者的处境引起了
社会广泛关注。
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修正案的出台，这一 热点问题也得到社会各界更广泛的关注。
黄乐平等编著的《职业病防治法实
务精解》用生动的一问一答的方式分章分节地剖析《职业病防治法》中的法 律知识、操作流程和疑难
问题，并辅以相关案例进行解析，还收录了相关的
法律文书范本供读者参考使用。
《职业病防治法实务精解》不仅仅是广大职 业病患者了解职业病相关法律知识、实务操作的窗口，也
为职业病法律工作
者、相关行业的用人单位提供可靠参考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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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国家职业病分类和目录调整编制专家组成员，北京义联劳动法援助与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市国联律师
事务所合伙人，北京市律协劳动与社会保障法律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劳动学会劳务经济与境内劳
务派遣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北京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兼职仲裁员，“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
。
长期致力于社会保障法律研究与实务工作，为数千起劳动争议案件提供过法律服务。
同时，积极参与职业卫生与社会保障立法工作，是全程参与《职业病防治法》、《工伤保险条例》修
改的少数专家之一。
现著有《中国工伤保险研究》、《最新工伤处理操作实务》、《养老保险实务精解》、《医疗保险、
生育保险实务精解》、《失业保险实务精解》、《工伤保险实务精解》、《住房公积金实务精解》等
社会保障法律类理论、实务著作二十余本。
由于在工伤实务处理与理论研究方面的影响，被多家媒体誉为“工伤维权第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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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职业病的康复诊疗体制亟待改进和完善。
现有的工伤保险诊疗目录和药品目录没有充分考虑职业病的特殊性，没有将职业病工人特定的诊疗项
目纳入其中。
以尘肺病为例，目前全球尚无特效药，而肺灌洗可以阻止病情恶化，对初期的尘肺病工人尤为有效。
但是，洗肺手术和许多尘肺药品都没有纳入工伤保险或新农合的相关目录。
另外，职业病大多不可逆转，且会复发甚至恶化，康复治疗也要持续比普通工伤更长的时间，花费更
多，职业病工人往往无力负担。
当前，我国又缺少职业病专项基金用于职业病工人的康复治疗。
 七、职业卫生标准不完善 自《职业病防治法》实施以来，我国职业卫生标准体系建设有了很大进步
，但尚不能满足现实需求。
 （一）职业病认定标准趋于僵化 如《职业性苯中毒诊断标准》（GBZ68—2008）的第A8条规定，苯所
致白血病的接触工龄必须达到1年。
然而实践表明，累计工龄不满1年的苯致白血病是客观存在的。
更有研究表明，在有的地区高达13.3％的苯致白血病患者工龄不足1年。
而且这个诊断标准也违反了《职业病防治法》第42条的规定，即没有证据否定职业病危害因素与病人
临床表现之间的必然联系的，在排除其他致病因素后，应当诊断为职业病。
 （二）职业病目录的确定落后于职业病防治的工作需要 我国2002年公布的《职业病目录》共收录了10
大类115种职业病。
相较于1987年版的《职业病目录》，2002年版本仅增加了11种职业病。
随着新科技和新工艺的不断引入，新的职业危害因素不断出现，职业病种类也不断增加，但职业病目
录却没有根据现实情况得到及时调整、补充和公布。
例如，由于超常的工作强度和过度劳累，高血压、心律失常已成为农民工群体的常见病和多发病，但
相关病种尚未列入我国的职业病目录。
 第三节 《职业病防治法》（修正案）简述 一、《职业病防治法》（修正案）的主要内容 2011年，《
职业病防治法》（修正案）在广泛征集社会意见的基础上，几经易稿，经过三次审议最终通过。
《职业病防治法》（修正案）主要修改方向在以下三点：一是进一步强化用人单位在职业病诊断中的
责任，通过具体制度倒逼用人单位自觉履行提供职业病诊断所需资料进而落实预防措施的义务；二是
按照方便劳动者、简化程序的总体要求，区别情况，运用劳动仲裁、行政判定等方式解决职业病诊断
所需资料的争议问题；三是通过制度设置向保护劳动者权益倾斜，有针对性地解决劳动者在职业病诊
断中可能遇到的困难。
 具体来说，可以分为以下几点： （一）正视职业病诊断难的现实问题，完善职业病诊断制度 1.降低职
业病诊断门槛 职业病诊断是职业病工伤保险待遇最终认定的前提，而职业病诊断难，是职业病劳动者
共同面临的困境。
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诊断机构的诊断不中立和诊断机构少。
一些患者在用人单位所在地诊断为正常，但其他地区医院出具的诊断结果却显示病情严重。
面对诊断机构的故意错诊，劳动者也没有通畅的民事或行政诉讼救济途径。
如张海超开胸验肺案中，劳动者费尽千辛万苦获得诊断资格后，一个明明是尘肺三期的病人却被当地
职业病专业诊断机构诊断为肺结核。
另外，目前我国的专业职业病诊断机构远远无法满足职业病劳动者的需求，一般在地级市才有一家。
这给劳动者增加了沉重的经济负担，进一步妨碍其获得及时的诊治。
要解决这一弊端，可采取的措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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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权威专家，采用问答与案例相结合的形式，深入解读新《职业病防治法》；　　注重实用，帮助
快速掌握职业病法律知识，切实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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