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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工伤保险条例（案例解读本）》内容为：随着我国法律体系的不断完善，人们的法律意识显著
增强，运用法律处理日常事务的需求也越来越普遍。
但是，对于一般读者而言，法律本身的专业术语过于艰深，学法的难度很大。
为了便于读者学法用法，我们在编辑出版法律注释本的基础上，组织力量编写了这套案例解读本。
本系列旨在通过具体案例，说明法律规定的具体内涵。
这套书具有如下特点：　　（1）针对性，根据相关法律条文所规范的法律行为，选择与此相关的案
例，进行解说。
　　（2）通俗性，《工伤保险条例（案例解读本）》所选案例，紧扣条文的内容，对案例的解析，
其语言力求通俗易懂，便于理解。
　　（3）延展性，为便于读者对法律法规之间的连续性有所了解，在条文后边还附有关联法规的目
录或者条文，读者可以方便地查阅和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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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工伤保险条 例》适用提要工伤保险条例第一章 总则第一条 立法宗旨第二条 适用范围[案例1]事业单
位非在编人员因工受伤申请工伤认定的劳动保障行政确认案第三条 工伤保险费的征缴第四条 用人单
位在工伤保险中的责任第五条 工伤保险工作的管理部门[案例2]现行法律无规定，可依地方制定的实
施办法第六条 工伤保险政策的制定第二章 工伤保险基金第七条 工伤保险基金的构成第八条 工伤保险
费率的确定第九条 行业差别费率及档次的规定第十条 工伤保险费缴费主体及费基[案例3]原告梁某诉
被告某公司补齐工伤保险待遇差额案第十一条 工伤保险基金的统筹层次第十二条 工伤保险基金的管
理第十三条 工伤保险储备金第三章 工伤认定第十四条 工伤类别[案例4]刘某某诉某区劳动和社会保障
局不予工伤认定案[案例5]在与工作有关的其他岗位受伤，仍可认定为工伤[案例6]集体春游出车祸，
职工受伤为工伤[案例7]进行收尾工作时受伤应认定为工伤[案例8]因履行工作职责受到暴力伤害为工
伤[案例9]下班途中因工作原因遭人报复而受伤应当认定为工伤[案例10]职业病认定案[案例11]公司拓
展训练受伤可认定为工伤[案例12]丁某诉某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案[案例13]某食品公司诉某劳动和社会
保障局案第十五条 视同工伤的情形[案例14]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
效死亡的视同工伤[案例15]杨某之子诉某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案[案例16]职工因救火受伤而被认定为工
伤案第十六条 不属于工伤的情形[案例17]张某诉某县劳动和社会保障局案[案例18]自杀被认定为工伤
的特案第十七条 工伤事故的处理[案例19]原告杜某诉被告某劳动和社会保障局案第十八条 工伤认定申
请时应提交的材料第十九条 工伤事故的调查与举证[案例20]某医药有限公司诉某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
案[案例21]王某诉被告某劳动和社会保障局行政裁决案第二十条 工伤认定的时限和回避规定第四章 劳
动能力鉴定第二十一条 职工进行劳动能力鉴定的条 件第二十二条 劳动能力鉴定的等级第二十三条 劳
动能力鉴定的申请第二十四条 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的构成第二十五条 有关市级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
鉴定的规定第二十六条 不服鉴定结论的再次鉴定申请第二十七条 劳动能力鉴定的工作原则第二十八
条 劳动能力复查鉴定第五章 工伤保险待遇第二十九条 工伤医疗待遇第三十条 工伤职工配置辅助器具
的规定第三十一条 工伤医疗的停工留薪期[案例22]原告刘某诉被告某远东传动轴有限公司案第三十二
条 工伤职工的生活护理费第三十三条 一至四级伤残职工工伤待遇第三十四条 五至六级伤残职工工伤
待遇第三十五条 七至十级伤残职工工伤待遇[案例23]原告刘某诉某玻璃厂案第三十六条 工伤职工旧伤
复发待遇第三十七条 职工因工死亡待遇第三十八条 工伤保险待遇的调整第三十九条 职工因工发生事
故而下落不明的处理第四十条 停止享受工伤保险待遇的情形第四十一条 单位在特殊情况下的工伤保
险责任第四十二条 职工被派出境工作期间工伤关系的规定第四十三条 再次发生工伤的待遇第六章 监
督管理第四十四条 工伤保险经办机构的职责第四十五条 经办机构与相关机构的工伤服务协议第四十
六条 丁伤保险费用的核查和结算第四十七条 工伤保险收支情况的定期公布第四十八条 工伤保险管理
部门对工作意见的听取第四十九条 工伤保险事务的监督第五十条 工伤保险的群众监督第五十一条 工
伤保险的工会监督第五十二条 职工与用人单位工伤待遇争议的处理第五十三条 职工与用人单位与工
伤保险管理机构工伤争议的处理第七章 法律责任第五十四条 挪用工伤保险基金的制裁[案例24]某市劳
动和社会保障局局长挪用工伤保险基金案第五十五条 劳动保障部门工作人员的违法处分第五十六条 
工伤保险经办机构违法行为的处理第五十七条 工伤服务协议的解除第五十八条 对骗取工伤保险待遇
的处罚第五十九条 劳动能力鉴定组织或个人违法行为的处理第六十条 应参加而未参加工伤保险的用
人单位的法律责任[案例25]原告某动力机械公司诉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案第八章 附则第六十一条 关键
名词的解释第六十二条 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等工伤保险制度的建设第六十三条 工伤的一次性赔偿[案
例26]营业执照注销后，职工受伤不能被认定为伤[案例27]童工王某诉雇主周某案第六十四条 施行时间
附录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实施《工伤保险条 例》若干问题的意见（2004111）工伤保险经办业务管
理规程（试行）（2004617）工伤认定办法（2003923）因工死亡职工供养亲属范围规定（2003923）非
法用工单位伤亡人员一次性赔偿办法（2003923）工伤问题处理实用图表（1）工伤问题处理实务操作
流程示意图（2）工伤操作流程示意图（3）申请工伤认定操作示意图（4）劳动能力鉴定操作指南示意
图（5）工伤待遇确定操作流程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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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三章　工伤认定第十四条【工伤类别】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工伤：（一）在工作时
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二）工作时间前后在工作场所内，从事与工作有关
的预备性或者收尾性工作受到事故伤害的；（三）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履行工作职责受到暴
力等意外伤害的；（四）患职业病的；（五）因工外出期间，由于工作原因受到伤害或者发生事故下
落不明的；（六）在上下班途中，受到机动车事故伤害的；（七）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认定为工
伤的其他情形。
案例4：册刘某某诉某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不予工伤认定案原告刘某某系某茶艺馆的保洁员和洗碗工
。
2003年12月21日下午3点左右，刘某某在该茶艺馆的卫生间长时间不出来，后员工发现刘某某赤身裸体
倒在卫生间。
经某医院诊断为“左侧后交通动脉瘤”（手术后已出院）。
2004年5月17日刘某某的丈夫朱某某向某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递交了认定工伤申请书，该区劳动和社会
保障局认为“刘某某虽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但不是工作原因发生的事故，故对刘某某出现的事
故不予认定工伤”。
刘某某对该决定不服，向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申请行政复议。
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于2004年9月6日作出行政复议决定，维持了原决定。
刘某某仍不服，故向当地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法院经审理认为，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是认定工伤的三大条件。
本案中，原告提出其脑出血是因摸黑疏通卫生间时受伤造成的，因医院诊断病历已写明无外伤，故无
证据证明原告的伤是因工所致。
因此，原告所发生的事故虽然发生在工作时间、工作场所内，但并不是因为工作原因而发生，而是由
于其自身疾病原因造成的事故伤害。
因此，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14条的规定，不能认定为工伤。
该事故伤害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15条第1项的规定，亦不能视同工伤。
故法院作出判决驳回了原告刘某某的诉讼请求。
认定工伤的三大条件是：一是在工作时间内，二是在工作场所内，三是受到事故伤害是因工作原因造
成的。
其中最核心的条件是因工作原因而受到伤害。
在本案中原告虽然是在工作时间内和工作场所内受到事故伤害，但并不是由于工作原因造成的，故不
能认定为工伤。
如果原告可以证明脑出血是因为工作过度劳累所致，就可认定为工伤。
特别注意的是不属于法律规定的不予认定工伤的情形，并不能得出予以认定工伤的结论。
案例5　在与工作有关的其他岗位受伤。
仍可认定为工伤第三人王某某是原告某硅碳棒有限公司的职工，从事检棒工作。
2003年12月15日下午2时左右，第三人王某某在成型车间从压力机上用手往下弄干料时，压力机突然落
下将其右手压伤。
王某某于2004年9月20日向被告当地劳动和社会保障局提出工伤认定申请，被告于2004年11月1513作出
第三人王某某为工伤的认定。
后原告不服，提出行政复议申请，2005年3月16日当地区政府作出维持原工伤认定的申请。
原告仍然不服，认为第三人王某某从事检棒工作，而其受伤地点是在成型车间。
不是因工作原因在工作场所受伤，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14条第1项规定的要求，不能认定为工伤
，故诉至人民法院，请求依法撤销被告劳动和社会保障局作出的工伤认定书。
法院经审理认为，第三人王某某虽然不是在本岗位工作时受伤，但协助其他岗位工作仍然属于工作原
因，符合工伤认定的三个基本要素，即在工作时间、工作区域和因工作原因受伤。
同时，也不属于《工伤保险条例》第16条规定的排除工伤认定的其他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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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被告劳动和社会保障局作出的工伤认定决定书的行政行为，基本事实清楚，主要证据充分，适
用法律正确。
据此，据此法院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第14条第1项、《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54条第1项之
规定，判决维持被告当地劳动和社会保障局作出的工伤认定决定书。
本案争议的焦点是伤害事故不是发生在本岗位，而发生在其他岗位时能否认定为工作原因的问题。
本案中，原告认为第三人的受伤不是在其岗位上发生的，进而认为不是因为工作原因造成的。
显然，这样的观点是缺乏说服力的。
即使不在其工作岗位上，但是因为工作的原因而受伤应仍然认定为工伤。
案例6　集体春游出车祸，职工受伤为工伤原告宋某是某市一银行储蓄科聘用职工。
1998年4月10日，储蓄科组织职工集体到国家某AAA级景区春游，她有事想请假，却被科里拒绝。
当天下午5时多，副科长联系了支行的一辆丰田旅行车，带领储蓄科职工14人从单位出发。
途中，副科长主动要求驾车。
在某高速公路上，该车为躲避前方标志与右护栏相撞翻滚，造成3人重伤，1人轻伤。
宋某身受重伤。
1999年4月，宋某向该市劳动局申请工伤性质认定。
但劳动部门认为，此次出游未经银行领导批准，由该单位副科长擅自组织，宋某受伤不符合《企业职
工工伤保险试行办法》（以下简称《试行办法》）规定的工伤认定条件，于2001年5月21日认定宋某受
伤不应认定为工伤。
宋某不服，故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撤销被告市劳动局对其不予认定工伤的决定。
一审法院审理后认为，该银行储蓄科的出游活动不具备公务性质，宋某受伤不符合《试行办法》规定
的工伤认定条件，遂判决维持该市劳动局的认定。
一审宣判后，宋某仍不服，遂向二审法院提起上诉。
二审法院审理后认为，由科长带队集体到国家某AAA级景区春游系全科的集体活动，不是宋某与他人
相约外出春游的私人行为。
在此次交通事故中，宋某无任何过错责任，受重伤显然无辜。
至于组织这次活动的科长是否向支行领导汇报，车辆是否经行里指派，作为一般职工的她不可能知晓
。
并且，宋某曾向科长请假，未准许，这也说明是一种组织活动。
此外，二审法院还认为该市劳动局对《试行办法》中未列举的受伤情形认为均不能作为工伤认定的理
解有误，未考虑本案具体情况，错误适用《试行办法》第8条的规定。
故上级法院判决该市劳动局在判决生效后1个月内对宋某作出工伤性质认定的判决。
本案的关键点在于银行储蓄科组织职工去春游是否属于工作行为。
如果认定为工作行为，那么宋某所受的伤就属于工伤，否则就是非工伤。
在本案中，虽然春游表面看起来与工作无关，但此次活动是全科的集体活动，并非私人行为，且宋某
曾向科长请假，未准许，也说明是一种组织活动。
因此在此期间发生的车祸，职工受伤应认定为工伤。
案例7　进行收尾工作时受伤应认定为工伤第三人沈某某于2005年2月起受雇到某个体砖瓦厂从事搬运
工作。
双方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
同年9月5日，沈某某在砖瓦厂做完收尾工作，正走出厂房时，厂房屋顶一根柱梁掉下来，其背部被砸
伤。
经该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鉴定，沈某某的背伤被鉴定为六级伤残。
同年12月，沈某某向被告当地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申请工伤认定，当地社会和劳动保障局作出工伤认定
决定书，认定沈某某所受的事故伤害为工伤。
原告砖瓦厂不服，认为沈某某受伤虽然是在工作场所内，但并不是工作时间和工作原因受伤的，故起
诉至法院，请求法院撤销被告作出工伤认定决定书。
法院审理认为，依据国务院《工伤保险条例》，被告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具有作出被诉具体行政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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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职权。
该劳动和社会保障局认定第三人沈某某是在工作场所。
从事与工作有关的收尾性工作中受到事故伤害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第14
条第2项作出认定工伤的决定，适用法律正确。
原告主张第三人沈某某受到伤害时已经完成收尾性工作的主张不能成立，故判决维持被告市劳动和社
会保障局的工伤认定，驳回原告砖瓦厂的诉讼请求。
本案原、被告双方争议的焦点是对“收尾性工作”的理解。
本案中，第三人即原告职工沈某某虽已完成收尾的具体工作，但是还没有走出厂房，应当把其“正走
出厂房”看作是其收尾性工作的一部分。
在进行收尾工作中受伤应该认定为工伤，故法院的判决是正确的。
案例8　因履行工作职责受到暴力伤害为工伤程某于2007年2月被某网吧聘为网管，但双方未签订劳动
合同。
2007年4月21日，程某在工作过程中，因更换耳机一事，与网民发生纠纷，被一网民当场砍伤，致创伤
性失血休克，右手第2、3掌骨开放性骨折伴肌腱损伤，左胫骨上端开放性骨折伴腓总神经损伤，右肩
胛骨开放性骨折，全身多处刀砍伤。
事后，网民对程某进行了人身损害赔偿。
2008年6月，程某向当地的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申请工伤认定，劳动和社会保障局依据《工伤保险条例》
第14条第3项的规定，认定程某为工伤。
该网吧不服，认为程某虽然在工作时间、工作场所受伤，但是自己造成的，并不应认定为工伤，且程
某已经得到了赔偿，故诉于法院。
请求撤销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对程某工伤的认定。
法院审理认为，程某与网民发生纠纷受伤是在工作时间、工作地点，因为工作原因而遭受暴力伤害，
属于工伤，劳动和社会保障局认定正确。
另外，根据最高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2条规定，劳动者因用
人单位以外的第三人侵权造成劳动者人身损害，构成工伤的，劳动者有权向第三入主张人身损害赔偿
，同时还有权向用人单位主张工伤保险待遇。
用人单位和侵权人各自依法承担自己所应承担的责任，不因劳动者先行获得一方赔偿，实际损失已得
到全部或部分补偿而免除或减轻一方的责任。
遂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判决维持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的工伤认定，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本案涉及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而遭受暴力伤害的问题。
在本案中，程某是因在工作过程中为更换耳机而与网民发生争执受到暴力伤害的，故根据本条例本条
第3项，认定程某的伤害事故为工伤。
另外，网吧也不能因为程某已经得到网民赔偿而不用支付工伤保险相关费用。
案例9　下班途中因工作原因遭人报复而受伤应当认定为工伤原告杨某系某煤业公司职工，因其查处
了某煤炭商在为杨某所在煤业公司送煤时的掺假行为，招致煤炭商雇凶报复。
2007年3月27日17时许，原告杨某下班回家途中行至某街西路时，被煤炭商所雇凶手打伤。
2008年1月14日杨某所在的煤业公司向被告市劳动局提起《关于对杨某同志工伤认定的申请》。
被告市劳动局于2008年1月22日受理，经审查后认为，原告杨某所受的伤害不属于《工伤保险条例》
第14条和第15条规定认定工伤或视同工伤的范围，于2008年2月18日作出《关于对杨某不予认定工伤的
决定》。
原告杨某不服该决定，向该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申请行政复议，该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于2008年5月7
日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了市劳动局作出的裁定。
原告杨某仍不服，认为自己工作认真，下班途中被煤炭商雇凶伤人，系因公受伤，遂于2008年5月29日
向当地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人民法院依法撤销市劳动局作出的《关于对杨某不予认定工伤的
决定》和该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书，认定其受到的伤害为工伤。
一审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工伤保险条例》第14条第3项规定“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履行工
作职责受到暴力等意外伤害的”应当认定为工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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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原告杨某是在下班途中，因履行工作职责受到的暴力伤害，参照《工伤保险条例》第14条第3项、
第6项之规定，可以认定为工伤。
判决撤销被告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于2008年2月18日作出的《关于对杨某不予认定工伤的决定》；被告
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60日内对原告杨某的受伤情况重新作出认定为工伤
的具体行政行为；驳回原告杨某要求撤销该省作出的劳动和社会保障厅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书的诉讼
请求。
一审宣判后，被告市劳动局不服向二审法院提起上诉。
二审法院经审理认为，《工伤保险条例》第14条、15条、16条分别列举了应当认定工伤，应当视同工
伤对待和不得认定工伤或视同工伤的情形。
杨某在下班途中受到暴力侵害，且原因是被其查处的有掺假行为的煤炭商进行的报复，受到的侵害与
履行工作职责有直接的因果关系，是在工作时间因工作原因而受伤，可以认定为工伤。
故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中，原告杨某的受伤既不属于视同工伤的情形，也不属于非工伤的情形。
但是其受伤则是因为工作所致，是属于因工受伤的。
在《工伤保险条例》第14条中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不能僵硬地去理解法律。
而因本着“最大可能地保障主观上无恶意的劳动者因工作或与工作相关活动中遭受事故伤害或患职业
病后能获得医疗救济、经济补偿和职业康复的权利”的理念来处理这一特殊的情形，故法院的判决是
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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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工伤保险条例-案例解读本18》特色：权威法规信息平台，伴您走进法治时代。
权威文本：选取标准文本，由权威立法机关审定并撰写要文旨。
案例解读：在重要法条下精选关联案例，通过案例解读法律条文。
实用信息：条文下加注关联法规索引，书末附录文书范本、流程图等实用工具。
相关规定：附录相关的法律、法规、规章和司法解释，以及其他实用政策信息。
内容提要：工伤保险条例，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实施《工伤保险条例》若干问题的意见，工伤保险
经办业务管理规程（试行），工伤认定办法，因工死亡职工供养亲属范围规定，非法用工单位伤亡人
员一次性赔偿办法，工伤问题处理实用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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