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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代替GB/T28001—2011《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 要求》和GB/T28002—2011《职业健康

安全管理体系 实施指南》。

本标准与GB/T28001—2011和GB/T28002—2011相比,除编辑性修改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采用了《“ISO/IEC导则 第1部分”的ISO补充合并本》附录SL所给出的ISO管理体系标准

通用高层结构;
———修改了术语和定义;
———采用了基于风险的思维;
———更加强调组织环境以及工作人员和其他相关方的需求和期望;
———强化了领导作用;
———强调了工作人员协商和参与;
———细化了危险源辨识和风险评价的要求;
———对文件化信息的要求更加灵活;
———细化了运行控制要求;
———细化了采购控制、承包方控制、外包控制要求;
———强化了变更管理要求;
———更加关注职业健康安全绩效、绩效监视和测量。

本标准使用翻译法等同采用ISO45001:2018《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 要求及使用指南》。

本标准做了下列编辑性修改:
———在引言0.1中增加了我国职业健康安全相关法律法规背景情况;
———在术语3.19中增加了注2,以解释说明“危险源”“危害因素”和“危害来源”是我国职业健康安

全领域实际存在的与英文“harzard”同义和密切相关的三个中文术语;
———在术语3.35的注2中,既列出了英文原文“near-miss”“near-hit”或“closecall”,又增加了中文

中与之对应的习惯用语“未遂事件”“未遂事故”或“事故隐患”;
———按照标准修订的相关规则要求,增加了附录 NA(资料性附录)本标准与GB/T28001—2011

之间的对应情况;
———为便于读者阅读和使用本标准,增加了按英文字母顺序排列的术语索引和按汉语拼音顺序排

列的术语索引。

本标准由中国标准化研究院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中国标准化研究院、华夏认证中心有限公司、中国质量认证中心、北京中大华远认

证中心、方圆标志认证集团有限公司、中国船级社质量认证公司、北京中建协认证中心有限公司、国家市

场监督管理总局认可认证技术研究中心、中国认证认可协会、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中心、北京毕塞特

安全技术研究所、北京中设认证服务有限公司、兴原认证中心有限公司、新世纪检验认证股份有限公司、

中质协质量保证中心、长城(天津)质量保证中心、北京东方易初标准技术有限公司、上海欧萨评价咨询

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铁道建筑集团有限公司、上汽通用汽车有限公司、中铁十六局集团有限公司、中国十

五冶金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中铁电气化局集团有限公司、合肥东方节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山东京博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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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化工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陈元桥、陈全、王顺祺、王瑜、李辰暄、刘江毅、王海山、张崇武、王新亭、彭新、

林峰、吕艳、夏清、陆彩霞、张丛悦、吕福满、董晓红、赵巍巍、王丽、曹雅洁、王小兵、王珍琪、杨生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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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0.1 背景

组织应对工作人员和可能受其活动影响的其他人员的职业健康安全负责,包括促进和保护他们的

生理和心理健康。
采用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旨在使组织能够提供健康安全的工作场所,防止与工作相关的伤害和

健康损害,并持续改进其职业健康安全绩效。
在职业健康安全领域,国家专门制定了一系列职业健康安全相关法律法规(如劳动法、安全生产法、

职业病防治法、消防法、道路交通安全法、矿山安全法等)。这些法律法规所确立的职业健康安全制度和

要求是组织建立和保持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所必须考虑的制度、政策和技术背景。

0.2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的目的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的作用是为管理职业健康安全风险和机遇提供一个框架。职业健康安全管

理体系的目的和预期结果是防止对工作人员造成与工作相关的伤害和健康损害,并提供健康安全的工

作场所;因此,对组织而言,采取有效的预防和保护措施以消除危险源和最大限度地降低职业健康安全

风险至关重要。
组织通过其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应用这些措施时,能够提高其职业健康安全绩效。如果及早采

取措施以把握改进职业健康安全绩效的机会,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将会更加有效和高效。
实施符合本标准的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能使组织管理其职业健康安全风险并提升其职业健康

安全绩效。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可有助于组织满足法律法规要求和其他要求。

0.3 成功因素

对组织而言,实施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是一项战略和经营决策。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的成功

取决于领导作用、承诺以及组织各层次和职能的参与。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的实施和保持,其有效性和实现预期结果的能力取决于诸多关键因素。这

些关键因素可包括:
a) 最高管理者的领导作用、承诺、职责和担当;
b) 最高管理者在组织内建立、引导和促进支持实现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预期结果的文化;
c) 沟通;
d) 工作人员及其代表(若有)的协商和参与;
e) 为保持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而所需的资源配置;
f) 符合组织总体战略目标和方向的职业健康安全方针;

g) 辨识危险源、控制职业健康安全风险和利用职业健康安全机遇的有效过程;
h) 为提升职业健康安全绩效而对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绩效的持续监视和评价;
i) 将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融入组织的业务过程;

j) 符合职业健康安全方针并必须考虑组织的危险源、职业健康安全风险和职业健康安全机遇的

职业健康安全目标;
k) 符合法律法规要求和其他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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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实施本标准可使工作人员和其他相关方确信组织已建立了有效的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然

而,采用本标准并不能够完全保证防止工作人员受到与工作相关的伤害和健康损害,提供健康安全的工

作场所和改进职业健康安全绩效。
为了确保组织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成功,文件化信息的详略水平、复杂性和文件化程度以及所需

资源取决于多方面因素,例如:
———组织所处的环境(如工作人员数量、规模、地理位置、文化、法律法规要求和其他要求);
———组织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的范围;
———组织活动的性质和相关的职业健康安全风险。

0.4 “策划—实施—检查—改进”循环

本标准中所采用的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的方法是基于“策划—实施—检查—改进(PDCA)”的概念。
PDCA概念是一个迭代过程,可被组织用于实现持续改进。它可应用于管理体系及其每个单独的

要素,具体如下:
———策划(P:Plan):确定和评价职业健康安全风险、职业健康安全机遇以及其他风险和其他机遇,

制定职业健康安全目标并建立所需的过程,以实现与组织职业健康安全方针相一致的结果。
———实施(D:Do):实施所策划的过程。
———检查(C:Check):依据职业健康安全方针和目标,对活动和过程进行监视和测量,并报告结果。
———改进(A:Act):采取措施持续改进职业健康安全绩效,以实现预期结果。
本标准将PDCA概念融入一个新框架中,如图1所示。

  注:括号内的数字是指本标准的相应章条号。

图1 PDCA与本标准框架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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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本标准内容

本标准符合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对管理体系标准的要求。这些要求包括一个统一的高层结构和

相同的核心正文以及具有核心定义的通用术语,旨在方便本标准的使用者实施多个ISO管理体系

标准。
尽管本标准的要素可与其他管理体系兼容或整合,但本标准并不包含针对其他主题(如质量、社会

责任、环境、治安保卫或财务管理等)的要求。
本标准包含了组织可用于实施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和开展符合性评价的要求。希望证实符合本

标准的组织可通过以下方式来实现:
———开展自我评价和声明;
———寻求组织的相关方(如顾客)对其符合性进行确认;
———寻求组织的外部机构对其自我声明的确认;
———寻求外部组织对其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进行认证或注册。
本标准的第1章至第3章阐述了适用于本标准的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以及术语和定义,第4章至

第10章包含了可用于评价与本标准符合性的要求。附录A提供了这些要求的解释性信息。附录NA
给出了本标准与GB/T28001—2011之间的对应情况。第3章中的术语和定义按照概念的顺序进行编

排。本标准给出了按英文字母顺序排列的术语索引和按汉语拼音顺序排列的术语索引。
本标准使用以下助动词:
———“应”(shall)表示要求;
———“宜”(should)表示建议;
———“可以”(may)表示允许;
———“可、可能、能够”(can)表示可能性或能力。
标记“注”的信息是理解或澄清相关要求的指南。第3章中的“注”提供了增补术语资料的补充信

息,可能包括使用术语的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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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
要求及使用指南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职业健康安全(OH&S)管理体系的要求,并给出了其使用指南,以使组织能够通过

防止与工作相关的伤害和健康损害以及主动改进其职业健康安全绩效来提供安全和健康的工作场所。
本标准适用于任何具有以下愿望的组织:通过建立、实施和保持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以改进健

康安全、消除危险源并尽可能降低职业健康安全风险(包括体系缺陷)、利用职业健康安全机遇,以及应

对与其活动相关的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不符合。
本标准有助于组织实现其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的预期结果。依照组织的职业健康安全方针,其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的预期结果包括:

a) 持续改进职业健康安全绩效;

b) 满足法律法规要求和其他要求;

c) 实现职业健康安全目标。
本标准适用于任何规模、类型和活动的组织。它适用于组织控制下的职业健康安全风险,这些风险

必须考虑到诸如组织运行所处环境、组织工作人员和其他相关方的需求和期望等因素。
本标准既不规定具体的职业健康安全绩效准则,也不提供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的设计规范。
本标准使组织能够借助其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整合健康和安全的其他方面,如工作人员的福利

和(或)幸福等。
本标准不涉及对工作人员和其他有关的相关方的风险以外的议题,如产品安全、财产损失或环境影

响等。
本标准能够全部或部分地用于系统改进职业健康安全管理。然而,只有当本标准的所有要求均被

包含在了组织的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中并全部得到满足,有关符合本标准的声明才能被认可。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标准无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组织 organization
为实现目标(3.16),由职责、权限和相互关系构成自身功能的一个人或一组人。

  注1:组织包括但不限于个体经营者、公司、集团、商行、企事业单位、行政管理机构、合伙制企业、慈善机构或社会

机构,或者上述组织的某部分或其组合,无论是否为法人组织、公有或私有。

  注2:该术语和定义是《“ISO/IEC导则 第1部分”的ISO补充合并本》附录SL所给出的ISO管理体系标准的通

用术语和核心定义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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