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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工伤”，是人类共同关注的问题，它不仅危及劳动者的健康、安全，甚至是宝贵的生命。
工业革命在给人类带来高效率以及丰富的物质生活的同时，也带来了更大的"产业灾害"——工伤与职
业病。
现代化的大生产、新工艺、新材料、新能源、新技术的应用，使得劳动风险性也随之增加。
工伤保险，亦称之为工业伤害保险、职业伤害保障，是指劳动者在生产经营活动中或在规定的某些特
殊情况下所遭受的意外伤害、职业病，以及因这两种情况造成的死亡、劳动者暂时或永久丧失劳动能
力时，劳动者及其遗属能够从国家、社会得到必要的物质补偿的一种制度安排。
随着社会的发展，工伤保险的职能也在不断扩展，功能不断完善。
现代意义上的工伤保险除上述内容外，还包括以下功能：通过安全预防促进企业安全生产，减少事故
发生；通过康复工作，使受伤害者尽快恢复劳动能力，促进受伤害者与社会的整合。
工伤预防、工伤救治与补偿、工伤康复，已形成工伤保险的三大支柱。
　　作者写作本书的初衷是想通过本书，将自己的科研项目成果以及长期从事职业安全卫生与工伤保
险的教学与实际工作的经验介绍给读者，同时尽可能详细地为大家介绍国外相关制度安排。
为此，本书从工伤保险的立法、历史、范围、待遇、劳动能力鉴定、基金管理、监督、争议处理、安
全生产、职业病预防、工伤康复等方面，全方位、多角度地对工伤保险做了较为详尽的论述与比较。
　　中国的工伤保险制度最初建于20世纪50年代，在建国初期以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阶段发挥了保
护劳动者、稳定社会安定、促进生产发展的重要作用。
20世纪80年代开始，随着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步伐的加快，一部分企业伤亡事故率及职业病发生率出
现上升趋势，职业安全形势严峻，事故多发与法律滞后以及制度的落后，直接影响着社会的稳定和经
济的持续发展，影响着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改革与完善。
因此，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我国加快了工伤保险制度的改革。
20世纪90年代在各地试点改革的基础上，工伤保险制度进行了全面变革。
跨入21世纪，在经济全球一体化的趋势下，随着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进程的加快，职业伤害保障已越
来越受到政府和全国人民的重视。
　　在我国，伴随着工业化、城镇化进程而产生的"农民工"正逐步成为产业工人的主体。
他们在劳动保护、职业安全方面的问题也越来越突出，引起全社会的广泛关注。
我国每年各类工伤事故死亡接近14万人，而且主要集中在矿山开采、建筑施工、危险化学品生产以及
机械制造等高危企业。
在这些事故中死亡的相当大的部分是农民工。
由于他们就业中的地域流动性和职业岗位变动性，使得他们的工伤保险待遇可能会受到影响。
针对其流动性大的客观情况，应采用相应的管理方式确保其享有工伤保险。
本书专门讨论了这一影响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重大问题。
　　本书在写作过程中参考了大量的国内外文献资料、国内外有关专家学者的论著及相关书籍，并参
考了国家相关法律法规，从中受益匪浅。
本书具有较强的理论性、实践性和可操作性，同时还附有国内外报道的针对性较强的案例，希望这些
鲜活的材料能够给读者以更多的启迪。
　　本书不仅可供社会保障专业学生及各级社会保险机构工作人员学习，而且也适合高等院校经济类
、管理类及人口与社会学类专业师生作为教材，同时还适合所有对社会保障特别是对工伤保险有兴趣
的人士阅读。
　　本书由我及周惠文老师共同拟订大纲。
我本人撰写第一、二、三、六、七、八章，周惠文、余飞跃撰写　　第四章，唐丹撰写　　第九章，
周惠文、刘辉撰写第五、十、十一、十二章，在各章作者完成初稿后，由我集中进行统稿、修订并定
稿，其中对一些章节进行了较大的修补。
　　欢迎高校师生及广大读者提出批评意见，以期不断修订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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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工伤保险》共计十二章，第一章详细介绍了工伤保险的内涵与外延，并从理论上论述了工伤保
险的基本原理，使读者对这一制度有一个概括性的了解；第二、第三章介绍了中外工伤保险制度的发
展历程，使读者能够清晰地把握其发展脉络，有助于今后的学习；工伤保险在许多国家早期的劳动立
法中都有所规定。
继1883年颁布《德国劳工疾病保险立法》之后，德国又率先于1884年颁布了《劳工伤害保险法》，英
、法等国则是以工伤保险法开始其社会保险立法的。
《工伤保险》的第四章对工伤保险法律制度做了较为全面的介绍；工伤保险是根据"职业风险"原则建
立的，具有预防、补偿、康复和保障几大功能，《工伤保险》的第五章和第七章分别是风险管理和事
故预防机制，这是从其“预防性”的角度展开的；第九章对“康复”加以详细介绍，包括早期的康复
以及现代康复的概念、功能、技术与管理；《工伤保险》的第六章、第八章、第十章、第十一章则是
对工伤保险制度的解释，包括工伤保险基金筹集与管理、劳动能力鉴定、工伤保险监督管理以及争议
；　　第十二章则针对我国具体情况即流动就业人员的工伤保险进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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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三节 工伤保险风险分类表的建立及相关因素分析　　一、风险分类表的理论基础　　（一）个
体风险、风险集合与风险子集　　对于个体风险来说，合理的工伤保险费的厘定应该以个体风险的期
望损失为基础。
　　由n个相互独立的（不相关）风险所组成的集合，即为风险集合。
对于风险集合的损失分布，其方差是可以估计的。
　　对风险集合按照个体风险的不同特性进行分解形成风险子集。
属于同一风险子集的个体风险有更加接近的损失分布。
　　个体风险的期望损失及其方差通常是难以估计的，因此，只能以风险子集的期望损失作为个体风
险保险费确定的基础。
　　当许多相互独立（不相关）且具有相同损失特性的个体风险聚合成风险集合时，风险集合的相对
变异性要小于个体风险的相对变异性①。
这一特性正是保险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
　　风险集合往往是非同质的，个体风险之间存在较大差异。
因此，可以根据个体风险之间的相似程度将风险集合分解成若干个风险子集。
风险分类就是把风险集合中的个体风险按照其不同特性进行分类，并以分类结果厘定各类的保险费。
其目的是为了获得相对同质的风险子集。
根据风险子集的期望损失计算的保费更加公平。
　　风险分类要遵循大数法则的规律。
当风险集合被分解得越小，根据风险子集的损失经验估计的期望赔付额就越不稳定。
因此如何找出估计结果的稳定性和保费厘定的公平性之间的平衡点极为关键，一方面保证每一个风险
子集包含有足够多的个体风险，满足大数法则的应用条件；另一方面还要尽可能地使属于同一风险子
集的个体风险具有相同的损失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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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工伤保险》既从宏观和总体的角度为读者提供工伤保险制度的相关理论和知识，也从制度设计
的具体层面为读者提供具有可操作性的实务知识。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工伤保险>>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