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颈椎病被列入职业病，对于劳动者来说意
味着什么？

在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法学系副教授张丽云
看来，按照我国工伤保险条例，职业病被自动视
为工伤，普通劳动者可享受工伤保险待遇。因
此，将颈椎病、肩周炎、腰背痛等全部列入职业
病范围“几乎不可能”，但颈椎病有可能会被某
些群体纳入范畴。

张丽云分析称，因为职业病直接对应工伤
保险待遇，不仅国家工伤保险基金要承担支付
义务，也会增加用人单位的支付义务。一种疾
病是否纳入职业病范畴，应从职业病的基本特
点来考虑。也就是说，从事某一类职业的工作
人员，其身体姿势或者身体工作状态会必然导
致产生某种疾病。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学院副院长范
围说，尽管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相关工作人
员称未来可能将颈椎病等列入职业病相关目
录，但从理论和实践来看，都存在较大的障碍。

在范围看来，一是难以认定疾病与职业的
因果关系；二是即使如今在医学上明确长期使

用电脑、久坐等可能导致颈椎病等疾病，但如何
确定使用的程度与患病之间的关系，这将导致
用人单位在对岗位的职业病危害界定时面临很
大的困难。目前，很少有岗位不涉及电脑使用
和久坐，那么是否所有颈椎病都属于职业病？

事实上，在 2012年，现行《职业病分类和目
录》进行增补时，曾有消息称，有望将颈椎病等
白领一族高发的疾病纳入职业病范畴，当时支
持的呼声很高，也不乏反对意见。有人认为，和
别的有毒有害物质引起的职业病不同，颈椎病
的发病在许多办公群体中都很常见，而且因为
娱乐方式的转变，许多人在脱离办公环境后，仍
在进行以低头为主的娱乐方式，如上网玩游戏、
低头玩手机等，很难区分是因工作还是因娱乐
形成的颈椎病。

范围分析称，职业病强调疾病的职业关联
性，即劳动者患病是因为职业危害导致的。然
而，很难认定颈椎病等疾病与职业的关联性是
否紧密，职业中长期使用电脑或者久坐可能导
致颈椎病，个人生活习惯中不正确的坐姿、长期
低头使用手机等也有可能导致颈椎病。

10个上班族，9个颈椎痛——

颈椎病等有望纳入职业病业病
近日，健康中国行动推进委员会办公室在召开新闻发布会时称，这次职业健康保护行动将颈椎病、肩周炎、腰背痛、骨

质增生、坐骨神经痛列为劳动者个人应当预防的疾病。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研究员孙新在会上说，这些都是与职业活
动有关的疾病。

业内专家分析称，颈椎病、肩周炎等疾病只是被列为劳动者个人应当预防的疾病，而不是“法定职业病”。即使随着我
国经济快速发展，社会保障能力不断提高，这些疾病有可能被列入职业病相关目录，在操作上也依然存在不少客观障碍。

企业或将加大支出
优化管理重在预防

在采访中，也有不少用人单位提出了相
似的质疑，比如若简单地将颈椎病等疾病纳
入职业病范畴，将增加用人单位压力，且用
人单位可能要为员工自身的不良生活习惯
买单。考虑到当下的劳资博弈格局，压力向
资方转嫁，很可能使得对颈椎病的职业病认
定虚置，削弱其可操作性。

同时，另一个问题也是不少用人单位担
忧的——一旦颈椎病纳入法定职业病范畴，
就意味着赔偿，面对广泛存在的颈椎病人
群，企业的负担该如何化解？

“从企业的角度来看，如果将颈椎病列
入职业病范畴，将导致企业增加以下几方面
的负担：一是可能增加工伤保险的缴费；二
是用人单位需要承担相应的医疗期间的工
资；三是用人单位对于患病员工的管理成本
将增加，包括预防以及劳动关系的解除等。”
范围认为，对于这些负担，企业只能通过加
大预防力度，减少员工罹患颈椎病可能性等
措施来予以降低，首先是优化岗位设置和工
作内容，减少员工久坐或者使用电脑的频
率；其次是改善办公条件；此外，安排更加科
学合理的工间休息、鼓励和引导员工多运
动、强化体检和医疗保健等。

不少业内人士也对记者称，政策从酝酿
到落地，大多需要较长的时间，但从此次健
康中国行动推进委员会办公室提出的新理
念不难看出，未来我国也将与国际接轨，在
颈椎腰椎疾病的诊疗过程中着重于预防。

据专业医师介绍，虽然七成市民均有相
关疾病困扰，但需要接受手术治疗的仅为5%
至10%，药物、物理、微创、介入等中西医结合
手段都可针对不同病症程度予以缓解，及时
就医即可。

此外，记者查阅相关资料发现，国际劳
工组织也有一个《国际职业病目录》，现行的
《国际职业病目录》是 2010年调整实施的，
2010版《国际职业病目录》共四大类 106种。

“与我国《职业病分类和目录》不一样，《国际
职业病目录》是一个预防目录，把预防的重
点放在对劳动者健康危害最严重的疾病上，
例如社会心理因素导致的工作压力、不良工
效学因素导致的肌肉骨骼损伤等疾病。”上
海市第六人民医院针推伤科主任吴耀持在
接受媒体采访时说，至今尚未有国家正式将
颈椎病等疾病纳入职业病范畴。

8个症状进行自查
测测你的颈椎问题

如果你不太确定自己的脖子仅是疲劳，
还是已经患病，那么可以对照下面的 8个症
状进行自查：

1.后颈有痛感时，抬头时痛感减轻，但低
头加压时痛感加重；

2.颈部有疼痛，同时手和胳膊有疼痛、麻
木的感觉；

3.头痛反复，伴有眩晕、视力模糊等；
4.不经意低头，身体会突然有过电般的

麻木感；
5.脖子不舒服，不管什么姿势、什么位置

都有不舒服的感觉；
6.胸腹之间有束带感，像古代用布条缠

绕束身一样；
7.走着走着会有像一脚踩了棉花的感

觉，可能会突然跪下；
8.无原因的胸闷、心悸和血压升高（本身

无心血管病）。
自己对号入座，中了一条以上就得引起

重视了，乖乖去看医生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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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病是指企业、事业单位和个体经济组织
等用人单位的劳动者在职业活动中，因为接触粉
尘、放射性物质和其他有毒、有害物质等因素而
引起的疾病。在我国，只有被列入职业病目录的
疾病才属于法定职业病范畴。

我国最早期的职业病目录才包含了14种职
业病。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这份目录经历
多次调整，目前施行的《职业病分类和目录》包含
十大类132种疾病。

据孙新介绍，这十大类职业病包括：职业性
尘肺病及其他呼吸系统疾病、职业性皮肤病、职
业性眼病、职业性耳鼻喉口腔疾病、职业性化学
中毒、物理因素所致职业病、职业性放射性疾病、
职业性传染病、职业性肿瘤和其他职业病。

根据《职业病分类和目录》，颈椎病、肩周炎、
腰背痛、骨质增生、坐骨神经痛等疾病尚未被列
入。这就意味着，目前这几类并非我国法定的职
业病。但孙新强调，它们都是与职业活动有关的

疾病。
在北京从事金融工作的王荣（化名）深受颈

椎病困扰。
对于王荣的颈肩部疼痛、右侧胳膊偶尔触电

一般锐痛，医生诊断是“颈椎病”，建议到医院康
复治疗，必要时进行手术。

王荣分析，自己是企业员工，最近又一直忙
于写工作报告，在电脑前久坐至凌晨，缺乏休息，

“这是在从事职业活动中产生的、累出来的病，应
该是职业病才对”。不过，王荣后来咨询了律师，
获得的答复是“不算职业病”，因为颈椎病不在
《职业病分类和目录》之列。

据北京律师徐莹介绍，构成职业病的四要素
是：患病主体是企业、事业单位或个体经济组织
的劳动者；必须是在从事职业活动的过程中产生
的；必须是因接触粉尘、放射性物质和其他有毒、
有害物质等职业病危害因素引起的；必须是国家
公布的《职业病分类和目录》所列的职业病。

工作方式不断改变 颈椎病越来越普遍

职业病被视为工伤 用人单位需要赔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