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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良永律师与张完连律师合作编写的《工伤纠纷典型案例评析 办

案技巧及赔偿要点提示》付梓在即 ， 应沙律师之嘱 ， 为其大作作序 。

国际劳工组织 2015 年 5 月发布的数据显示 ， 全球每年因工作相关事故

死亡的人数有 230 万 ， 受伤人数高达 3. 13 亿 ， 相当于每天有 86 万名劳动者

在工作中受伤 因工作伤亡每年带来的经济损失约 2.8 万亿美元，相当于

全球 GDP 的 4% 。

我国工伤事故的情况 ， 笔者一时查不到权威的数据 ， 但可透过下列数

字窥见一斑。 "2010 年上半年，我国平均每天有 187 人死于工业事故＂（ 北

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石美遐、王彩钰 ： 《关于我国工伤事故的损失研

究》） “目前我国有毒有害企业超过 1600 万家 ， 受到职业病危害的人数超

过 2 亿"、“在全国报告的各类职业病中 ， 尘肺病占到 80%, 其他急慢性 中

毒约占 20% 。 据统计 ， 上世纪 50 年代以来 ， 我国累计报告尘肺病例 58 万

多人，这个数字相当于世界其他国家尘肺病人的总和。 其中巳经有 14 万多

人死亡 ， 现有患者 44 万多人。 但专家同时指出 ， 由于现在厂矿企业劳动者

的体检率低 ， 报告不全 ， 因此估计实际发病要比报告的例数多 10 倍 ， 尘肺

病实际发生的病例数不少于 100 万人" ( 2005 年 5 月 2 日《北京青年报》 ） 。

这些事故的原因各不相同 ， 但所有事故的结果只有一种 ： 受害者身体

健康受到损害，丧失劳动能力甚至生命。 维护受害者的正当权益，对无法

挽回的身体、精神甚至生命损失 ， 予以一定的物质救济 ， 这是现代社会必

须承担的责任

制定于 1951 年 2 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 ， 结束了我国

没有法定工伤赔偿制度的历史。此后，特别是近年来 ， 工伤赔偿制度虽经

不断地改革、完善 ， 但仍存在相关法律法规内容过于原则 ， 法规之间规范

不一致甚至矛盾等问题，严重影响了工伤事故受害人合法权益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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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律师一直在劳动法领域默默地耕耘 ， 特别是对工伤赔偿问题颇有研

究。他不仅仅局限于理论研究，在教学之余还代理一些工伤纠纷的仲裁或

诉讼案件，所以，当我收到这部 20 余万字的书稿时 ， 一点也不意外，这是

他多年亲身实践的积累和理论研究的成果口

沙律师既要办案又要教学，还要挤出时间编写著作，实在是不容易，

令人为之称赞。 当下法律服务市场对律师的专业化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即需要律师以精细化的专业技能提供有针对性的解决方案，使当事人的合

法利益最大化 ， 只有这样才能在律师服务市场的激烈竞争中不被淘汰 因

此 ， 每位执业律师都应该找到自己的专业定位，并借此将自己打造成所在

专业领域的 “权威＂，沙律师这部书的出版正是在向我们传递这种崇尚专业

的精神 。

张红岩

2016 年 10 月 24 日



前 言

在现实生活中，因工伤赔偿而产生的纠纷不胜枚举 虽然《工伤保险

条例》 等法律法规对工伤认定、工伤鉴定、工伤待遇及工伤索赔的相关程

序进行了规定，但在工伤实务中当事人仍会存在不少困惑，甚至一些专业

人士如劳动行政部门的工作人员、劳动仲栽委的仲裁员、人民法院劳动庭

的法官、律师等在办理工伤案件的过程中也会遇到一些疑难问题需要解决。

笔者作为专业的工伤律师，办理过大量的工伤案件，在办案中遇到的各式

各样的问题里，不乏一些时下至待解决的难题，本书就是将这些难题进行

梳理，以案例解析的形式呈现出来，希望能为读者顺利解决工伤实务中的

问题带来启发和帮助 。 本书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l. 精选疑难案例 。 工伤案件数量众多，笔者选取其中存在争议点的案

件编入本书 这些争议点或来自于立法的疏涌，或来自于法律法规间的矛

盾和冲突，或来自于当事人对法律规定、法律原则理解的偏差 笔者摒弃

没有争议或争议很少的＂一般性”的案件，选择那些争议较大的、值得讨

论的“特殊性”案件，以期让读者有更多的思考巳

2 章次从一般到特殊 本书共分十章，第一章至第五章属于“一般"'

桉照 《工伤保险条例》规定的处理工伤纠纷的程序，编入工伤适用范围、

工伤认定、劳动能力鉴定、工伤待遇及工伤纠纷解决相关案例 J 第六章至

第十章属于“特殊＂，编入工伤与交通事故竞合、老工伤、工伤与人身损

害、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工伤及未成年工及实习生的工伤相关案例 。 如此

编排脉络十分清晰，方便读者阅读

3. 体例独特 每一章精选若干案例进行分析 ， 每部分包括案情简介

裁判结果、律师分析、重点提示、关联案例、法条链接及参考文献 关联

案例尽量选取争议点不同的案例，方便读者更加全面地了解相关裁判的依

据



1111 工伤纠纷典型案例评析一一办案技巧及赔偿要点提示

本书由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教师、江苏崇宁律师事务所兼职律师沙

良永、张完连分别担任主编和副主编。 为确保编写质量 ， 我们组织了具有

丰 富理论及实践经验的律师参与编写 。 编写人员分工如下 ： 沙良永负责第

二章、第五章、第六章、第八章的编写，张完连负责第四章、第十章的编

写 ， 潘开荣负责第七章、第九章的编写 ， 赵丽娜、张海涛分别负责第一章 、

第三章的编写 。

在编写过程中，江苏崇宁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高级律师张红岩欣然 为

本书作序 ， 合伙人鲍波、徐军二位律师对本书的体例安排提供了宝贵的建

议 ， 苏州大学沙广聪对本书的文字编辑提供了帮助 ， 对几位的帮助和支持

表示衷心的感谢 ！

在编写过程中 ， 我们参阅了部分巳出版 、 发表的工伤理论及实务方 面

的教材、专著、论文和相关资料 ， 引用了一些有关的内容和研究成果，在

此向有关作者致以诚挚的谢意

编者

20 16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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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工伤保险适用范围

纵观我国工伤保险的立法史，最引人瞩目的必然是工伤保险制度在适用范围

上的不断扩展。 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关千劳动保险的专门立法， 1951 年施行的

《劳动保险条例》 明确规定的适用范围为＂雇用工人与职员人数在一百人以上的

国营 、 公私合营 、 私营及合作社经营的工厂 、 矿场及其附属单位与业务管理机

关 ； 铁路 、 航运、 邮电的各企业单位及附属单位” 。 1996 年施行的 《企业职工工

伤保险试行办法》 不再对企业的规模、 人数进行限制，将适用范围扩大为 ＂ 中华

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企业及其职工” 。 2004 年施行的 《工伤保险条例》 则更进一步

在适用范围中增加了“有雇工的个体工商户" 2010 年修订后的 《工伤保险条

例》 对工伤保险适用范围进行了全面的扩大，明确规定 ”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

企业 、 事业单位 、 社会团体、 民办非企业单位、基金会、律师事务所、 会计师事

务所等组织和有雇工的个体工商户应当依照本条例规定参加工伤保险，为本单位

全部职工或者雇工缴纳工伤保险费” 。

随着法治和社会的进步，实践中用人单位的规范化用工程度在不断提升， 特

别是劳动合同法施行以来，用人单位为了避免双倍工资的惩罚和分担工伤事故责

任的风险，与劳动者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并依法缴纳社会保险，已成为社会的常

态口 本章三个案例将结合上述工伤保险制度中工伤保险适用范围的变迁 ， 具体分

析事业单位人员工伤保险的特殊性、委托经营 、 承包经营中工伤保险责任主体的

判定以及外国人工伤保险等相关问题。

案例一：事业单位人员发生工伤如何赔偿70)

［案情简介】

翟某 系江苏省 某中学教师 ， 系事业单位编制内人员 2012 年 6 月 13 日下午 ，

J 本案例根据俅昌＇，事业单位 T.作人员 T.伤赔偿标准适用问题” 一文改编，该文载 《 中 国社会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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翟某在下班途中遭遇交通事故受伤，经抢救无效死亡。 经当地公安局交通巡逻警

察大队处理认定，翟某负本起事故次要责任。 在交通事故处理结束后，程某的近

亲属向当地人社局为翟某申请工伤认定，被确认为工伤 。 工伤认定作出后，翟某

的近亲属向校方要求工伤赔偿。

校方认为，其属于全额拨款事业编制单位，翟某的工亡待遇应当根据江苏省

民政厅、财政厅、人事厅 《 关于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和人民警察因公牺

牲、病故后一次性抚恤金发放有关事宜的通知》 （苏民优 (2006] 37 号）及江苏

省劳动保障厅、人事厅、民政厅、财政厅 《关于贯彻实施（关于事业单位、民间

非营利组织工作人员工伤有关问题的通知〉 的意见》 （苏劳社医 (2006 J 9 号 、

苏财社 (2006) 61 号）的规定执行。 学校已向相关行政部门申报了翟某的工亡

持遇，其亲属应该享有的一次性抚恤全 75560 元 、 丧葬费 6000 元，已由财政部门

划转到学校账户上，等待翟某的近亲属领取。

双方就赔偿金额问题无法达成一致，翟某的丈夫、 父母及未成年儿子等四位

近亲属联名向当地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栽，要求学校支付猩某四位亲

人因翟某死亡的丧葬补助全22993 元、一次性工亡补助全436200 元、翟某未成年

的儿子自翟某死亡当月至 18 岁的供养亲属抚恤全每月 1449 元

［裁判结果】

经仲裁委查实，该中学未为翟某参加工伤保险。 仲裁委认为，江苏省地方性

文件规定与 《工伤保险条例》 及 《江苏省实施 （工伤保险条例〉 办法》 相抵触，

不能按照以上文件规定执行“ 学校不支付翟某死亡后的工伤保险待遇屈违法行

为 。 仲裁委经调解不成，最后作出如下栽决：由该中学一次性支付翟某四位近亲

属因翟某死亡的丧葬补助金 16128 元、 一次性工亡补助金436200 元；从 2012 年 7

月起，由该中学按月支付翟某的儿子供养亲属抚恤金至其年满 18 周岁，月支付

标准为 1146 元，并按照统筹地区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的规定进行淜整 ，

［律师评析】

随着社会保险制度的日益完善，工伤保险待遇目前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

从工伤保险的起源来讲，这一保险是保障丁＿人权益的举措。 2010 年施行的 《 T.伤

保险条例》 第二条巳经将事业单位纳入工伤保险的范围，即我国的事业单位T作

人员在立法上已经被纳入了工伤保险范围，但在实践中是否能够享受工伤保险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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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还是存在一些困惑，其中既有事业单位人事关系本身的原因，也有《工伤保险

条例》 规定工伤认定程序不适合事业单位等原因 。

工伤保险起初都是为保障广大工人的权利而创设的，世界各国都是如此。因

为他们往往处于生产的第一线，因工伤亡的风险也远远大于管理人员 。 1994 年 7

月 5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 《劳动法》 ，其中第七十三条规定：“劳动者在下列情况下，依法享受社会保

险待遇：…... (=:)因工伤残或者患职业病……”这是我国第一次以国家基本法

律形式规定劳动者享受工伤保险待遇 原劳动部又千 1996 年颁布了 《企业职工

工伤保险试行办法》。这一文件将沿用了几十年的企业自主保障的丁＿伤福利制度

进行 r改革，第一次将工伤保险作为单独的保险制度在全社会范即内统一组织实

施 随着时代的发展，企业工伤保障制度由企业自主保隙逐渐进化为如今的全社

会Tt伤保险休系，

企业工伤保险和机关事业单位工伤保障在工伤保险制度建立初期就形成二元

化现象且一直持续至今n 《公务员法》 颁布以后，原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统一称为

公务员，干部称谓不再在法律意义上适用 。 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也正式与机关工作

人员分立，造成事业单位人员既不能与公务员同样参照 《军人优抚条例》 执行工

伤待遇，又不能按照企业职工享受工伤保险待遇 正因为如此，事业单位工作人

员的丁一伤保险待遇就陷入一个不伦不类的尴尬境地。

除书业单位特殊的人事关系外，事业单位人员享受下伤保险待遇的程序障碍

很大程度上在于法律规定的工伤认定程序。

虽然《工伤保险条例》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企业、事业单

位、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基金会、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等组织的

职T和个体T商户的雇工，均有依照本条例的规定享受工伤保险待遇的权利”

但是 《工伤保险条例》 第十八条同时又规定：“提出工伤认定巾请应当提交下列

材料：（一）主伤认定申请表；（二）与用人单位存在劳动关系（包括事实劳动

关系）的证明材料；（三）医疗诊断证明或者职业病诊断证明书（或者职业病诊

断鉴定书） ...... "第五十四条则规定：“职工与用人单位发生主伤待遇方面的争

议，按照处理劳动争议的有关规定处理。”以上规定对千企业来讲完全没有问题，

企业与其员工之间就是劳动关系，提供证明劳动关系的相关证据也比较容易，但

对于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则不一定L

事业单位的人员包括两部分，一部分为具有事业编制的t作人员，另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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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不具有事业编制的工作人员 。 不具有事业编制的工作人员与事业单位之间形成

的是劳动关系，如果这类人员发生工伤，是可以完全适用工伤保险条例的。 而具

有编制的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与用人单位之间属千人事关系而非劳动关系，这类工

作人员无法提供与用人单位存在劳动关系（包括事实劳动关系）的证明材料，因

此这类工作人员发生t伤时因为不符合申请工伤认定的第二个条件，往往无法申

请工伤认定，也无法享受工伤待遇 ，， 因此，事业单位人员享受工伤保险待遇的程

序障碍其实在于事业单位体制本身

事业单位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一直延续至今，属千中国特有的一种制

度，它既不同于行政机关，又不同于企业单位，是介于两者之间的一种特殊的组

织形式。 行政机关与工作人员之间建立的是人事关系，企业单位与工作人员之间

建立的是劳动关系。 事业单位与工作人员建立的是人事关系，但公务员制度建立

后，公务员已经与事业单位作出严格的区分

工伤保险屈于公益性社会保险，是从雇主责任保险发展而来的。 工伤保险遵

循无过错赔偿原则和责任分散的原理，无论劳动者是否存在过错，只要发生了工

伤事故，用人单位就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劳动者就取得工伤保险赔偿的求偿权尸

若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因公负伤，则无法向劳动部门申请工伤认定，而是应由人事

主管部门认定，人事部门认定的是因公伤亡。 工伤和因公伤亡是针对两种不同法

律关系主体而设立的社会保险体系，至少在法律意义上无法混同，因公伤亡人员

无法享受工伤保险待遇。

按理来说，为了切实保障自身合法权益，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理应乐意主动纳

入社会保险体系。 事实上却不是这样。 在事业单位内部长期存在有编制、无编制

的两种用工形式，有的事业单位甚至存在事业编制、企业编制、代理制等更多种

用工形式。 在不同的用工形式下，同样的工作，收入和福利待遇却存在较大差

异，这种差异即使在退休后也普遍存在 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从事的职业大多风

险相对较小，发生工伤事故的概率很低e 这就在事业单位内部造成一种现象，编

制外人员打破头想进事业编制，编制内人员则安于现状，固守现有的优势，抵制

来自千外部的改革 固有的事业单位制度就成为阻碍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享受工伤

保险待遇的制度障碍。

基于以上原因，本案例中翟某与江苏省某中学工伤待遇纠纷事实虽比较清

晰，但在法律适用上却存在争议。 根本原因在千工伤保险体系在事业单位内部尚

未完全建立，原有的关下事业单位人员的工伤规定尚未废止。 新旧规定的冲突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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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如何处理，在实践中争议较大，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观点一：江苏省地方规范性文件对于事业单位工伤适用问题作出了具体规

定。 苏民优 (2006] 37 号文规定，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和人民警察因公

牺牲、病故的确认，按照 《军人抚恤优待条例》 第九条、第十条的规定办理；国

家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和人民警察因公牺牲、病故后一次性抚恤金发放标

准，按照 《军人抚恤优待条例》 第十二条规定执行。 苏劳社医 (2006J 9 号、苏
财社 (2006 J 61 号文规定，财政全额拨款，但未依照或参照公务员制度管理的事
业单位、民间非营利组织，暂不参加统筹地区的工伤保险。 其工作人员因工作遭

受事故伤害或者患职业病的，工伤范围、工伤认定、劳动能力鉴定、待遇标准等

按照 《工伤保险条例》 和 《江苏省实施 （工伤保险条例〉办法》 的有关规定执

行。 在新的工伤保险体系建立之前，上述规定并未废止，仍然可以适用。 也就是

说事业单位人员因公受伤，仍由人事部门按照仍在适用的规定进行处理。

观点二：江苏省地方规范性文件与 《工伤保险条例》 实际代表着关千工伤的

两种不同的制度体系和赔偿标准： 一种是公务员和事业单位按照军人抚恤标准执

行的因公受伤体系和赔偿标准，另一种是 《丁伤保险条例》 确立的工伤保险体系

和赔偿标准C 上述两个文件在事业单位人员工伤的适用标准上是互相矛盾的，且

江苏省地方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与 《工伤保险条例》 的规定相冲突。《工伤保险条

例》 作为国务院颁布的法规，在法律效力上显然高于江苏省地方规范性文件，因

此事业单位工伤认定纠纷应由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负责处理并严格按照 《工伤保

险条例》 及 《江苏省实施 （工伤保险条例〉 办法》 的有关规定执行

观点三：由于翟某未与学校签订劳动合同，所以其与学校之间形成的不是劳

动关系，而是劳务关系。 劳动关系适用 《劳动法》 ，而劳务关系应适用 《合同法》

或 《民法通则》 的有关规定，翟某作为职工，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要求法

院判令学校作为受益人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工伤保险条例》 已经明确将事业单位纳入社会保险范畴，作为一部国家性

的行政法规，在全国范围内具有普遍适用性，原有的规范性文件与 《工伤保险条

例》 的规定相冲突的，应当以 《工伤保险条例》 的规定为准。 就该案而言，笔者

倾向于第二种意见，劳动仲裁部门的裁决也支持了该种观点 。

为解决事业单位纳人工伤保险制度后存在的上述问题，需在妥善解决资金来

源 、 有效解决制度衔接及科学设置缴费费率等几方面作出努力

一是妥善解决资金来源。 事业单位与企业的最大不同之处在于，事业单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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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创造社会生产力，主要集中千科教文卫等行业。 在现行的制度下，事业单位主

要的经费仍来自千政府财政拨付。这些经费用于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自身的一般仅

是较小的一部分，大部分仍用千事业单位的日常运作开销。 事业单位原有的工伤

制度大多数是单位的自我保障，工伤发生之前并不需要实际支出任何费用 。 现将

事业单位人员全部纳入社会保险体系，必然会增加财政对人员社会保险支出的比

例，增加财政的负担。 这就需要政府财政对事业单位社会保险问题作出必要的支

待，以推动和实现社会保险制度的良性和健康发展，构建公平、合理的全社会保

障体系。从事业单位自身而言，可以根据自身的不同特点，特别是一些差额拨款

单位，可合理利用自身的经营特点吸取社会资金，用以补充社会保险支出费用，

减轻财政负担

二是有效解决制度衔接。将事业单位人员纳入社会保险范畴，必然存在着原

有工伤制度与全社会工伤保险制度的衔接问题，如果不分情况一刀切，必然也会

造成不公平、不公正的社会现象。 为了保障每个人的合法权益，要采取差异化的

制度衔接方式。 首先，针对达到一定年龄段或工作年限的老员工，可仍采取原来

的保障制度，这是因为他们年纪较大，离退休年龄相对较近，制度改革他们较难

接受。 其次，正在进行工伤认定的员工，在原有的各项费用予以保障的基础上，

根据 《工伤保险条例》及省市的规定，与员工及家属进行友好接洽，以补助形式

对员工未能享受到的工伤保险待遇部分予以补充，并逐步纳入丁｀伤保险体系 L 最

后，大多数员工，则依法纳入社会保险体系，正常缴纳工伤保险，发生工伤时，

按照《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及省市的实施办法进行工伤申报、享受工伤待遇。

三是科学设置缴费费率。进入大工业时代以后，企业单位机械化程度不断提

高，与此相对应的是员工工伤的风险也在不断加大，稍有不慎就会发生血肉与机

器的对抗。 事业单位相较于企业单位，特别是生产型、建筑型企业而言，丁伤发

生的概率则大大降低。 大多数员工从事的是几乎无危险性的科教文卫工作 于

是，要求事业单位人员与企业单位人员承担同样的工伤保险交费比例显然是不合

适的，实际上在企业单位之间因为行业的不同，社会保险交费比例亦有差异 财

政部门作为事业单位工伤保险费用最终的缴纳者，应减轻财政负担，让纳税人的

钱用到刀刃上，设置更加科学合理的事业单位工伤保险缴费费率，真正实现社会

保险分担社会风险的目的。

［ 重点提示］

《工伤保险条例》巳将事业单位纳入工伤保险制度范围，但因事业单位人事


	封面
	书名
	版权
	前言
	目录
	第一章 工伤保险适用范围
	案例一：事业单位人员发生工伤如何赔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