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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修改采用ISO/UNIDO手册《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 小型组织实施ISO45001:2018

指南》。 
本文件与ISO/UNIDO手册相比做了下列结构调整:
———增加了“范围”一章;
———增加了“规范性引用文件”一章;
———增加了条标题“8.1.4.1总则”,后续条编号顺延。
本文件与ISO/UNIDO手册的技术差异及其原因如下:
———更改了ISO/UNIDO手册中有关国际方面的内容,采用适合我国情况的技术内容,如将“行政

当局”更改为“监管部门”或“主管部门”,以符合关于标准本地化的相关规定和要求;
———将ISO/UNIDO手册中所有“ISO45001”“ISO45001:2018”替换为对应的我国国家标准

“GB/T45001”“GB/T45001—2020”,以符合关于标准本地化的相关规定和要求。
本文件做了下列编辑性改动:
———更改和完善了章条编号;
———增加了图表标题。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国标准化研究院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中国标准化研究院、中国石油集团安全环保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中国质量认证

中心、长城(天津)质量保证中心、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扬州市江都区供电分公司、责扬天下(北京)
管理顾问有限公司、方圆标志认证集团有限公司、北京中大华远认证中心有限公司、兴原认证中心有限

公司、中国船级社质量认证有限公司、华夏认证中心有限公司、中国安全生产科学研究院、中国职业安全

健康协会、国家应急医学研究中心(应急总医院)、北京毕塞特安全技术研究所、上海欧萨评价咨询股份

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陈元桥、李辰暄、彭其勇、陈全、王瑜、彭新、陈志云、曹雅洁、陆彩霞、杨敏、

殷格非、夏芳、曾明荣、马骏、王兆霞、孙恒、张家山、刘亚亮、高玉芝、王筝、潘星宇、王立新、高珊、管竹笋、
居峻、王小兵、何洋、蔡欣晨、孙晓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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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本文件主要针对小型组织。它提供了一个关于GB/T45001—2020要求的概览,并为小型组织提

供了实施这些要求的方法,以帮助其建立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
尽管实施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的主要目的是防止死亡、伤害和健康损害,但还有许多其他益处。

这些益处包括:
———改进组织的职业健康安全绩效,保护那些为组织工作的人员和可能受组织活动伤害的人员;
———更好地管理职业健康安全风险;
———更好地识别改进职业健康安全管理的机遇;
———更好的事件调查方法;
———用于促进员工更多参与并使其获得更多授权的更具合作精神的文化;
注1:在本文件中,当需要强调与组织的雇佣关系时,则使用“员工”一词。当需要强调处于一线工作岗位时,则使用

“工作人员(worker)”一词。

注2:在GB/T45001—2020中,“工作人员(worker)”作为专门的术语给出了相关的定义。

注3:在我国,“工作人员(worker)”和“员工”均与“劳动者”同义。

———致力于积极的、与自身业务重点相一致的职业健康安全倡议;
———改进产品、过程和服务质量;
———较好的工作场所氛围;
———改进对员工的招聘工作和提高员工留任率;
———更好的形象和声誉(在顾客、供应商和社区中)。
与工作有关的死亡、伤害和健康损害对小型组织的影响可能是巨大的。这些影响可能包括减少收

益、增加加班成本、因伤害和健康损害而增加成本,甚至导致小型组织倒闭。即使是较大型的组织,也会

遭受重大的负面影响。如果组织以家庭为基础运营,且受到伤害或死亡的工作人员是家庭成员,那么这

种情况则更具破坏性。
基于GB/T45001—2020的章条顺序,本文件的对应章条对GB/T45001—2020各章条所规定的

要求分别进行了解释,既指出了要求为何重要,又给出了如何满足要求的提示,还给出了一些示例以满

足组织的需要。
本文件未增加或改变GB/T45001—2020的要求,所给出的仅为“建议”。满足要求的方法很多,然

而每个组织开发一套适合于自身的体系才是至关重要的。

GB/T45001—2020与其他管理体系标准(如质量方面的GB/T19001、环境方面的GB/T24001)
是协调一致的。这些标准的高层结构完全相同,标准中的许多要求也相同并易于整合到组织的业务过

程之中。然而,各标准之间也存在显著的技术差异,例如,GB/T45001给出了特别针对职业健康安全

的附加要求。如果组织实施了其他管理体系标准(如GB/T19001),那么适用于大多数管理体系的许

多通用要求(例如,理解组织所处的环境、能力、文件化信息、内部审核、不符合和纠正措施)就已存在,此
时,组织的任务就是将通用要求之外的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要求纳入其现有管理体系之中,并满足此

部分的职业健康安全特定要求。
所有管理体系标准均使用相同的简单概念:策划、实施、检查、改进。这通常被称为“PDCA循环”。

有关GB/T45001的PDCA循环方法的解释和说明见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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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有关GB/T45001的PDCA循环方法的解释和说明

  组织在实施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时,需要理解其所处的环境———组织是谁、组织是做什么的、组织处在何地、

谁可能会受到伤害或健康损害。组织还需要率先让其工作场所达到健康和安全,并使工作人员能够参与其中。

策划(P:Plan):策划为防止工作场所的伤害和健康损害而需要开展的工作,以及将如何开展工作。

实施(D:Do):按照组织的策划,去做组织要做的工作。

检查(C:Check):检查工作情况。

改进(A:Act):解决问题,并寻找方法,以使组织正在做的事情更加有效

注:括号内的数字是指本文件的相应章条号。

图1 有关GB/T45001的PDCA循环方式

  由于本文件未包含GB/T45001—2020的文本内容,因此在使用时,组织需参阅 GB/T45001—

2020正文所给出的要求及其附录A所给出的非常有用的解释性信息。
本文件在文本结构上直接与GB/T45001—2020的章条编号(第3章~第10章)相对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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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 小型组织实施

GB/T45001—2020指南

1 范围

本文件基于GB/T45001—2020的要求,描述了小型组织实施这些要求的方法,以帮助小型组织更

有效地开展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实践。
本文件适用于所有小型组织。
注1:与大中型组织相比,在组织规模、员工数量、灵活度、组织结构完善程度、实力(包括技术、财力、竞争力等)、管

理方式和层次、制度等方面,小型组织存在明显差异。为便于阐述,下文中除非单独说明,“小型组织”均简称

为“组织”。

注2:由于“小型组织”的概念是从小微企业的概念衍生而来的,并未有统一的定义和划分标准,因此,在使用本文件

时,可借鉴和参考相关的小微企业定义和划分标准来理解和确定“小型组织”。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

本文件。

GB/T45001—2020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 要求及使用指南(ISO45001:2018,IDT)

3 术语和定义

GB/T45001—2020界定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4 组织所处的环境

4.1 理解组织及其所处的环境

4.1.1 相关内容及其重要性

为了使职业健康安全管理取得成效和防止因工作而导致的人员伤害或健康损害,理解所有可能影

响组织的业务活动的不同因素是必不可少的。重要的是考虑可能影响组织职业健康安全绩效的内外部

议题。这包括考虑诸如与组织的工作活动有关的危险源、法律法规等。

4.1.2 实施方法

为了建立一个适合于组织的管理体系,组织需充分理解自身情况。例如,组织是做什么的、在何处

做、可能会伤害谁、如何伤害。组织还需考虑哪些能改进(或降低)其职业健康安全绩效。这些因素可能

源自组织业务本身或组织业务运作方式的变更,也可能是诸如新的法律法规或来自供应商或顾客的压

力等外部因素。组织可以将当前和以往的健康安全议题作为分析其所处环境的起点。为了使组织的职

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保持简洁明了并适应于组织的风险和机遇(见6.1),组织可采用一个更结构化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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