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办公厅关于

加强用人单位职业卫生培训工作的通知

安监总厅安健〔2015〕121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各省级煤矿安全监管部门，各省级煤矿安全监察局，有关中央企

业：

为推动用人单位做好职业卫生培训工作，不断提升用人单位

职业卫生管理水平，提高劳动者的职业病危害防治意识和能力，

根据《职业病防治法》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安全生产监管

执法的通知》（国办发〔2015〕20 号）等有关规定，现就加强

用人单位职业卫生培训工作有关要求通知如下：

一、进一步增强做好用人单位职业卫生培训工作的紧迫感和

责任感

近年来，各地区认真贯彻落实《职业病防治法》等法律法规，

积极推进职业卫生培训工作，取得了一定效果。但是，当前用人

单位职业卫生培训工作仍然存在着重视不够、责任不落实、投入

不足、培训针对性和实效性不强、培训率偏低，劳动者特别是农

民工不了解职业病危害对自身健康的损害、自我防护意识和防护

能力差等问题，导致大量劳动者职业健康受到严重伤害。



职业安全健康工作的实践表明，进一步加强职业卫生培训工

作，是坚守发展决不能以牺牲人的生命为代价这一安全红线的内

在要求；是增强用人单位主要负责人和职业卫生管理人员的法律

意识，提高用人单位职业病防治水平和劳动者自我防护能力的重

要途径；是督促用人单位自觉履行职业病防治主体责任，预防和

控制职业病危害，保障劳动者职业安全健康的源头性、基础性举

措。用人单位要坚持以人为本、安全发展、绿色发展，牢固树立

“培训不到位就是隐患”的观念，把职业卫生培训摆上更加重要

的位置，切实把工作谋划好、部署好、落实好。

二、用人单位职业卫生培训工作的总体思路和工作目标

（一）总体思路。以“强化红线意识、促进职业健康”为工

作主线，以贯彻落实《职业病防治法》为主要内容，实施分类培

训，突出重点行业、重点岗位和重点人群，进一步明确职业卫生

培训内容，改进培训方法，提升培训的针对性和实用性，提高用

人单位主要负责人、职业卫生管理人员的法治意识和管理水平，

提升劳动者的自我防护意识和能力，为防治职业病危害提供保障

与支持。

（二）工作目标。力争在“十三五”期间，矿山开采、金属

冶炼、化工、建材等职业病危害严重行业领域的用人单位主要负

责人、职业卫生管理人员和接触职业病危害的劳动者培训率达到

100%。



三、落实用人单位职业卫生培训主体责任

用人单位是职业卫生培训的责任主体。应当建立职业卫生培

训制度，保障职业卫生培训所需的资金投入，将职业卫生培训费

用在生产成本中据实列支。要把职业卫生培训纳入本单位职业病

防治计划、年度工作计划和目标责任体系，制定实施方案，落实

责任人员。要建立健全培训考核制度，严格考核管理，严禁形式

主义和弄虚作假。要建立健全培训档案，真实记录培训内容、培

训时间、训练科目及考核情况等内容，并将本单位年度培训计划、

单位主要负责人和职业卫生管理人员职业卫生培训证明，以及接

触职业病危害的劳动者、职业病危害监测人员培训情况等，分类

进行归档管理。

用人单位应用新工艺、新技术、新材料、新设备或者转岗导

致劳动者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变化的，应对劳动者重新进行职业

卫生培训。用人单位将职业病危害作业整体外包或者使用劳务派

遣工从事接触职业病危害作业的，应当将其纳入本单位统一管理，

对其进行职业病防治知识、防护技能及岗位操作规程培训。用人

单位接收在校学生实习的，应当对实习学生进行相应的职业卫生

培训，提供必要的职业病防护用品。

四、逐步推进职业卫生培训与安全生产培训一体化



各地区要根据工作实际，推进安全培训与职业卫生培训一体

化，提高培训效率，减轻用人单位负担。有条件的地区，可以在

危险物品生产、经营、储存单位和矿山、金属冶炼、建筑施工、

道路运输等行业领域实行安全与职业卫生统一培训、统一考核，

并保证参加职业卫生培训的时间不少于总学时的 30%，继续教育

时职业卫生培训不少于 20%。经考核合格后，在合格证中注明职

业卫生培训内容和培训学时，不再单独进行职业卫生培训。其他

行业领域应当按照本通知要求的内容和学时开展职业卫生培训。

五、突出重点，督促重点行业领域开展职业卫生培训工作

各级安全监管部门要督促矿山开采、金属冶炼、化工、建材

等职业病危害严重的行业领域积极开展职业卫生培训工作。用人

单位要突出存在矽尘、石棉粉尘、高毒物品以及放射性危害等职

业病危害严重岗位上的劳动者，对其进行专门的职业卫生培

训。要把从事接触职业病危害作业的农民工和派遣用工人员作

为职业卫生培训的重点人群，针对其流动性大、文化程度偏低、

职业病危害防护意识不强等特点，采取形式多样的培训，提高自

我防护意识，并经考核合格后方可上岗。

各级煤矿安全监管部门要指导并监督检查煤矿主要负责人、

职业卫生管理人员、职业病危害监测人员和劳动者的职业卫生培

训工作。各级煤矿安全监察机构要把煤矿职业卫生培训工作纳入

安全生产培训当中，提高培训效果。



六、因材施教，明确培训内容及培训时间

用人单位要根据行业和岗位特点，制定培训计划，确定培训

内容和培训学时，确保培训取得实效。没有能力组织职业卫生培

训的用人单位，可以委托培训机构开展职业卫生培训。

用人单位主要负责人主要培训内容：国家职业病防治法律、

行政法规和规章，职业病危害防治基础知识，结合行业特点的职

业卫生管理要求和措施等。初次培训不得少于 16 学时，继续教

育不得少于 8 学时。

职业卫生管理人员主要培训内容：国家职业病防治法律、行

政法规、规章以及标准，职业病危害防治知识，主要职业病危害

因素及防控措施，职业病防护设施的维护与管理，职业卫生管理

要求和措施等。初次培训不得少于 16 学时，继续教育不得少于

8 学时。职业病危害监测人员的培训，可以参照职业卫生管理人

员的要求执行。

接触职业病危害的劳动者主要培训内容：国家职业病防治法

规基本知识，本单位职业卫生管理制度和岗位操作规程，所从事

岗位的主要职业病危害因素和防范措施，个人劳动防护用品的使

用和维护，劳动者的职业卫生保护权利与义务等。初次培训时间

不得少于 8 学时，继续教育不得少于 4课时。煤矿接触职业病危

害劳动者的职业卫生培训，按照有关规定执行。



以上三类人员继续教育的周期为一年。用人单位应用新工艺、

新技术、新材料、新设备，或者转岗导致劳动者接触职业病危害

因素发生变化时，要对劳动者重新进行职业卫生培训，视作继续

教育。

七、切实提高职业卫生培训质量

用人单位要充分利用手机短信、微博、微信等方式宣传职业

病防治知识，鼓励劳动者集中参加网络在线职业卫生培训学习，

有关内容和学时可按规定纳入考核体系。鼓励用人单位按照“看

得懂、记得住、用得上”原则，根据不同类别、不同层次、不同

岗位人员需求，组织编写学习读本、知识手册等简易教材。要借

鉴安全生产培训的有效做法，在职业病危害严重的用人单位推行

交班前职业卫生培训，有针对性地讲述岗位存在的职业病危害因

素、岗位操作规程和防护知识等，使交班前职业卫生培训成为职

业病危害预防的第一道防线。

八、加强对用人单位职业卫生培训的监督检查

各级安全监管监察部门要加强对用人单位职业卫生培训工作

的监督检查，指导用人单位依法开展职业卫生培训，帮助用人

单位解决培训工作中的实际困难。要利用行政执法、重点帮扶等

方式推动培训工作，把职业卫生培训工作开展情况纳入监督执法

的重要内容，重点检查培训计划、培训内容、考核结果等，也可



以现场检查劳动者的职业病危害防护技能，检验用人单位职业卫

生培训的效果。

对用人单位未按规定组织劳动者进行职业卫生培训的，由安

全监管监察部门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依法

予以处罚。对未经培训就上岗作业的劳动者，一律先离岗、培训

合格后再上岗。对发生职业病危害事故的，要依法倒查用人单位

职业卫生培训的落实情况，凡存在未经培训上岗的，严格依法予

以处罚。

安全监管总局办公厅

2015 年 12 月 21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