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尘肺之痛

如果不是因为 2009 年震动全国的张海超 “开胸验肺” 事件， 如果不是因为同

年多达 300 名湖南籍风钻工人被确诊为尘肺患者， 如果不是那么多尘肺患者的相继

死去而造成一个个 “寡妇村”， 恐怕 “尘肺病” 不会引起世人如此之多的关注， 更

不会迅速成为一个公共议题。
尘肺病是由于长期吸入大量细微粉尘而引起的以肺组织纤维化为主的职业病，

主要发生于矿产开采、 珠宝加工、 风钻爆破等行业。 这种病无法根治， 不可逆转。
患上尘肺病， 轻则咳嗽不已、 呼吸困难， 重则死亡。 过去四年里， 我们有机会走进

湖南风钻尘肺工人群体， 了解他们的工作经历和生活状况， 见证他们的痛苦、 愤怒

和绝望。
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开始， 湖南耒阳、 张家界籍农民工先后进入深圳从事风

钻爆破工作。 高层建筑需要很深的地基， 深圳的地下全是坚硬的石头， 于是， 就有

了风钻爆破这样一个建筑领域里的特殊工种。 风钻工需要在坚硬的岩石上开钻打孔

以安装炸药进行爆破， 在这个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石屑粉尘。 过去二十多年来， 他

们的防护用品不过是一顶安全帽、 一双雨鞋、 一双手套和一个普通口罩。
悲剧不可避免地上演。 从 2002 年开始陆续有人死亡， 最初工人们并没有把这

种死亡和风钻工作联系起来。 直到后来患病的人逐渐增多， 工人们才产生怀疑。

2009 年， 101 名耒阳籍风钻工被确认为尘肺患者， 随后张家界籍风钻工中也有五六

十人被确诊， 更多的工人出现疑似症状， 事情的严重性最终被揭露出来， 工人们也

由此开始踏上漫长的维权路。
尘肺病让工人们忍受着令人窒息般的病痛煎熬， 而此后漫长的索赔路更让他们

愤怒、 绝望。 建筑工地普遍存在的 “无合同、 无社保” 的状况一开始就让他们的维

权之路变得无比艰辛甚至毫无希望。 他们开始上访， 拖着沉重的病体奔走于深圳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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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劳动、 信访、 法院和市政府、 市委的其他各个

部门之间。 他们的惨痛经历和抗争行动终于引起

媒体和社会的广泛关注， 压力之下深圳市政府最

终出台了应对政策： 以 “人文关怀” 的名义给予

尘肺病人一定的经济补偿， 尘肺Ⅰ期患者 7 万元，

Ⅱ期患者 10 万元， Ⅲ期患者 13 万元。 这些钱通

过工人所在地的红十字会发给工人， 以示 “人文

关怀” 的慈善之意， 并标明深圳市政府在这件事

情上并无失责之处， 因此不需要承担任何的经济

赔偿。 而那些通过劳动仲裁和法院审理认定劳动

关系的患者， 则开始了一段更为艰辛、 更加漫长

的法律维权之路。

谁之过？

由于没有签订劳动合同和社保缴费记录， 工

人们在罹患尘肺病之后， 无法认定劳动关系， 往

往求告无门， 此后的索赔更是无从谈起。 而深圳

市政府所提出的 “法律框架， 人文关怀” 对于绝

大多数人而言最终成为一句空话， 除了 “人文关

怀” 之外的赔偿无从谈起。
而那些选择相信法律、 拿生命做赌注走上司

法维权之路的人， 则经历着更大的煎熬， 职业病

索赔程序复杂， 依法维权成本过高。 尘肺病患者

从申请仲裁劳动关系， 到职业病诊断、 劳动能力

鉴定、 职业病赔偿通常需要两年以上的时间。 在

此期间， 大部分患病工人一方面不能进入职业病

医院进行医治， 导致病情不断加重， 家庭经济情

况不断恶化， 另一方面还要挣扎在争取治疗和赔

偿的漫漫长路上。 一些重病工人未见赔偿就已不

幸离世， 他们的家庭也随之陷入缺乏基本生活保

障的困境。
在虚脱的生命和强势的资本面前， 法律似乎

不再成为尘肺工人维权的有力武器， 而成为一道

难以迈过的坎儿。 诉讼中他们必须拖着残喘的病

体不断奔波， 经历反复的仲裁、 一审、 二审， 少

数诉讼成功之后他们又面临执行困难、 赔偿打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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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读者朋友：
在 上 一 期， 本 刊 《本 期 话 题》 栏 目 结 合 中 共 中 央

2013 年一号文件， 以 “土地制度改革” 为切入点， 组织

专家对 “城镇化与 ‘三农’” 进行了探讨。
专家们一致认为， 当前土地制度改革势在必行； 在

土地制度改革中必须维护农民的土地收益权。 民革中央

办公厅副主任蔡永飞指出， 总体上看， 最根本的问题是，
现行土地制度作为城乡二元体制的基本实现形式， 是城

乡差距不断扩大、 城乡居民之间的不平等不断加剧的主

要根源。 具体来说， 征地制度是现行土地制度中最不公

平的部分。 安徽农业大学土地资源管理系於忠祥主任认

为， 在阻碍城镇化进程的道道 “围墙” 中， 最主要的有

两道， 其中一道就是土地制度。 要解决这个问题， 必须

寻求符合中国国情的方法和途径。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

理学院土地管理系张秀智副教授认为， 要解决 “三农”
问题， 农业立法、 财产保护、 城市为农业转移人口提供

足够的社会公共服务是关键。 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

主任宋洪远、 助理研究员赵海联合撰文， 认为一号文件

中提及的 “新型农业经营体系”， 可以被理解为在坚持农

村基本经营制度的基础上， 顺应农业农村发展形势的变

化， 通过自发形成或政府引导， 形成的各类农产品生产、

加工、 销售和生产性服务主体及其关系的总和， 是各种

利益关系的传统农户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总称。 湖北

省农业厅王红玲副厅长通过对当前农业经营现状的分析，
指出由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演化的现行农业经营体制， 在

某些方面束缚了生产要素与资源的积极投入和有效使用。
华中农业大学理学院教授严煤、 资源环境学院教授胡荣

桂联合撰文， 指出家庭经营现在是、 将来也是我国农业

最基本的经营方式。 改革创新发展农村经营体制， 必须

坚持农业家庭经营方式。
在本期， 本刊以 “弱势群体的社会权益保障” 为话

题， 以尘肺病工人这个群体为切入点， 邀请戴春、 李岱、
卢晖临、 罗延飞、 黄乐平五位专家撰文， 共同探讨如何

推进弱势群体问题的解决。
《本期话题》 栏目殷切期盼着您的大力支持和热情

参与， 或就往期话题赐稿， 为破解我国当 前 改 革 开 放、
经济建设和社会热点那难点问题贡献真知灼见， 或提出

自己感兴趣的议题， 由我们组织专家学者撰文探讨。 请

与我们联系。
联系电话： 010-65125886
邮 箱： tjzz@vip.s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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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折磨。 作为一种确定由工作引起的职业病， 法

律为什么没有成为工人维权的有力武器， 反而成

为一场噩梦呢？ 其中既有劳动争议处理程序的原

因， 也有法律设计方面的原因， 更有资本和权力

结盟这一极为恶劣的政治经济生态的原因。
劳动关系和社会保险缺失的背后， 政府劳动

监管部门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早在 2009 年底，
深圳市就宣称全市劳动合同签订达到 98%， 这一

数字从何而来不得而知。 然而从当年及至此后两

年由北大、 清华师生调研团队完成的调查均显示，
深圳市建筑工人劳动合同签订率从来都没有超过

30%， 而上述罹患尘肺的风钻工人更是少有签订劳

动合同者， 否则也不会在确诊之后求告无门了。
更为要命的是， 工作现场的职业安全和健康监管

几乎完全缺失。 本来， 如果采用能够大幅度降低

粉尘危害的水钻这一新的作业方式， 并提供个人

防护措施， 可以大大降低甚至杜绝尘肺发生的可

能性。 但令人痛心的是， 直到今天， 深圳市的风

钻工地仍然延续着高危的作业方式， 安监部门的

身影一如既往的缺失。

尘肺： 我们时代的创伤

湖南籍风钻尘肺工的遭遇， 不过是中国庞大

的尘肺病群体境况的一个缩影。 迄今为止， 官方

公布的尘肺病累计发病人数为 60 多万， 占到公布

的职业病总数的九成。 而根据我们的实地调查经

验和相关专家的估计， 实际发病人数可能多达数

百万。 以今天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科技条件， 本可

以为建筑业、 珠宝业、 采矿业等接尘行业的工人

提供充分的劳动保护， 使得尘肺几乎不可能发生。
但是， 最近三十年来， 中国大地上尘肺病患者的

出现却以加速度发生， 就此而言， 尘肺不仅是病，
而且是社会之痛。 以风钻工为例， 雇主为一己之

利， 为了压低生产成本和加快工程进度， 不提供

充足的个人防护用品， 放弃湿式作业方式， 任由

风钻工在尘土飞扬的环境中工作， 有关部门为配

合地方经济发展 “大局”， 任由违背劳动安全和职

业卫生的工地存在， 这不是社会之痛是什么？！
放到更大的一个视野中看， 尘肺病是中国过

去几十年发展模式造成的恶果。 在 “发展就是硬

道理” 的口号指引下， 中国各地经济增长的方式

在现实中大多演化为 “硬发展”： 一切都为发展让

路， 劳工健康和安全、 环境、 历史文化都成了牺

牲品。 毫无疑问， 这样的 “硬发展” 没有任何道

理。
高速发展的中国， 向世人 （尤其是外人） 经

常展示的是锦衣华服的光鲜一面， 任由那被掩盖

的累累伤口结脓成疤。 尘肺就是那众多伤疤中的

一种。 尘肺的高发和尘肺工人的处境， 从一个侧

面最清楚不过地揭示了中国发展模式内在的问题。
中国社会的前途， 不应任由资本的单方利益和地

方政府的眼前局部利益所绑架， 尘肺是我们时代

的创伤， 唯有正视它， 并从产生它的根源处入手，
改变现行的发展模式， 再配合各种技术性手段，
才可以大幅度减少乃至消灭尘肺， 最终推动我们

时代的进步。

几点建议

1.设立尘肺病救助基金， 建立国家救助制度。
由于过去三十年劳动保护的严重缺失， 由于尘肺

具有较长的潜伏期， 从现在开始到未来二三十年

之间， 中国必将进入尘肺病集中爆发期， 只有国

家为大量无法确定责任人的尘肺患者提供有效的

救助制度， 才能有效解决他们的困境和由此引发

的社会问题。

2.加强工作场所的监管， 减少和防止尘肺病的

新发。 劳动和安监部门应该切实承担起监管职责，
加大执法力度， 根本上改变部分企业劳动合同签

订率低、 无社会保险以及违背职业安全和健康的

状况。 出现重大职业病事故的， 还应追究监管部

门的责任。

3.广泛组建基层工会， 增强工人的团结力量和

自我保护能力。 行政监管不可避免地存在盲区，
如果生产场所的工人处于一盘散沙状况， 面对强

势的资本， 工人的劳动保护状况是不可能迅速得

到提升的。

（卢晖临，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 哈佛燕

京访问学者/责编 刘玉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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