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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工伤保险条例(案例注释版)(第2版)》设置了“相关案例索引”栏目，列举更多相关案例，并归纳出
案件要点。
还收录了重要配套法律文件，以及相应法律流程图表、文书等内容，方便读者查找和使用。
所选案例紧扣法律条文规定，本身具有示范性、指导性的特点，对于读者有很强的参考借鉴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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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适用提示 工伤保险条例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立法目的） 第二条（适用范围） 案例1职工在工作中受
伤，有权享受工伤保险待遇 案例2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但成立劳动关系，用人单位应承担工伤保险待
遇赔偿 案例3事业单位应当参加工伤保险，为职工缴纳工伤保险费 第三条（工伤保险费征缴） 第四条
（用人单位在工伤保险工作中的义务） 第五条（工伤保险行政管理部门） 案例4劳动保障局有权对辖
区内的单位和个人作出工伤认定 第六条（工伤保险政策与标准的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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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九条（工伤保险费率方案的制定） 第十条（工
伤保险费缴纳主体及数额） 案例5工伤职工享受的工伤保险待遇应当按照职工实际工资支付 第十一条
（统筹地区） 案例6未缴社保的用人单位应当按照统筹地区的工资标准支付工伤保险待遇 第十二条（
工伤保险基金的管理） 案例7职工参加了工伤保险，其工伤医疗费用应由工伤保险基金支付 第十三条
（工伤保险储备金） 第三章工伤认定 第十四条（认定为工伤的情形） 案例8某石料厂职工被石料崩伤
眼睛，被认定为工伤 案例9职工在车间内因公司设备故障安全事故导致伤害，应当被认定为工伤 案
例10珠海某汽车服务公司机修工午休时被撞伤，被认定为工伤 案例11职工在工作中被殴打致伤被认定
为工伤 案例12上海某企业发展公司职工因喷漆患白血病，被认定为工伤 案例13萍乡市某陶瓷公司职工
下班回家路上从摩托车摔下死亡，被认定为工伤 案例14潘某在假期结束前回单位宿舍途中发生交通事
故死亡，不被认定为工伤 第十五条（视同工伤的情形） 案例15王某在工作过程中突发疾病在48小时内
经抢救无效死亡，被认定为工伤 案例16休息时间在家中猝死不被认定为工伤 案例1陈某接受换环节育
手术后晕倒摔伤，不被认定为工伤 案例18佛山市顺德区某金属制品有限公司退伍伤残门卫旧伤复发，
被认定为工伤 第十六条（不属于工伤的情形） 案例19龙南县某煤矿职工无证驾驶机动车发生事故死亡
，被认定为工伤 案例20廖某在工作中劝阻纠纷时受到意外伤害但不存在故意犯罪情形，被认定为工伤 
案例21罗某非因醉酒在建筑工地值班时被砸伤，被认定为工伤 案例22吴某因自残受伤不构成工伤 第十
七条（工伤认定申请时限与主体） 案例23温某超过法定期限申请工伤认定，被作出不予受理决定 案
例24公司未在法定期限为工伤职工申请工伤认定，应支付期间工伤待遇费用 案例25职工因交通事故死
亡，应当先进行工伤认定，不能直接追究公司的雇主责任 第十八条（工伤申请程序） 案例26韩某申请
工伤认定时提交了法定的资料，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应当依法受理 第十九条（事故伤害调查与举证责任
） 案例27用人单位未能提供职工非因工受伤的证据，职工被认定为工伤 第二十条（工伤认定程序及回
避） 案例28佛山市顺德区某金属制品有限公司与佛山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等工伤认定纠纷 案例29职工
认定工伤的情形不符合事实清楚、权利义务明确的要求，不适用15日内作出决定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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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能力鉴定内容） 第二十三条
（劳动能力鉴定申请） 案例30李某未经工伤认定，先进行劳动能力鉴定，鉴定结论具有法律效力 第二
十四条（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构成） 第二十五条（鉴定程序及期限） 第二十六条（再次鉴定） 案
例31木材加工厂对劳动能力鉴定结论不服，又不在法定期限内提出复查或重新鉴定申请，该鉴定结论
生效 第二十七条（劳动能力鉴定工作原则） 第二十八条（劳动能力复查鉴定） 第二十九条（再次鉴
定和复查鉴定的期限） 第五章工伤保险待遇 第三十条（工伤医疗待遇） 第三十一条（行政复议、行
政诉讼期间医疗费用的支付） 案例32用人单位在行政复议、行政诉讼期间应当支付工伤职工的医疗费
用 第三十二条（工伤职工配置的辅助器具） 第三十三条（停工留薪期） 案例33天河某联运营业处职
工在停工留薪期内因工伤死亡，所在单位应支付工伤待遇 案例34工伤职工宋某的停工留薪期工资应当
按月计算和支付 案例35延长停工留薪期需要职工依法提出书面申请 第三十四条（生活护理费） 第三
十五条（一至四级伤残待遇） 案例36公司应以职工实际工资标准支付工伤职工汤某四级伤残工伤保险
待遇 第三十六条（五、六级伤残待遇） 案例37广州市番禺某藤器公司应向工伤职工胡某支付五级伤残
待遇 案例38六级伤残的职工翟某拒绝了公司安排的合适工作，不能再要求伤残津贴 第三十七条（七至
十级伤残待遇） 案例39彭水县某公司应向工伤职工王某支付九级伤残待遇 案例40十级伤残的职工黄某
提出解除劳动合同，公司须支付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 案例41桐庐某食品厂应支付工伤职工潘某九级
伤残的工伤保险待遇 第三十八条（旧伤复发的工伤待遇） 第三十九条（工亡待遇） 案例42因工死亡
职工工伤赔偿金中不应扣减民事赔偿金 案例43工伤致残职工停工留薪期内死亡，所在单位应当支付职
工因公死亡有关待遇 案例44供养亲属抚恤金应当按照工亡职工的实际工资测算 第四十条（工伤保险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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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的调整） 第四十一条（职工因工发生事故而下落不明的处理） 第四十二条（停止享受工伤保险待
遇的情形） 案例45公司无证据证明谢某拒绝治疗，应依法支付谢某工伤待遇 案例46公司无证据证明彭
某存在停止工伤保险待遇的情形，应依法支付其工伤保险待遇 第四十三条（单位在特殊情形下的工伤
保险责任） 案例47改制后的承继单位应向改制前的工伤职工李某支付有关工伤保险待遇 案例48原企业
依法被注销，承继单位应当承担原用人单位职工赵某的工伤保险责任 案例49无用工主体资格的承包人
田某使用的劳动者侯某因工受伤，由有用工主体资格的发包人赖某承担工伤赔偿责任 案例50公司股东
在清算注销公司时未将工伤职员的工伤保险待遇计算在内，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第四十四条（职工被派
遣出境时的工伤保险关系） 案例51职工胡甲被派遣国外工作，未参加当地工伤保险，国内工伤保险关
系不中止 第四十五条（再次发生工伤的伤残津贴） 案例52工伤职工陈某依法应享受先后两次工伤相应
的工伤保险待遇 ⋯⋯ 第六章监督管理 第七章法律责任 第八章附则 附录1 附录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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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法院认为，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s社保局是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工伤保险工作的劳
动保障行政部门，s社保局对本案的工伤认定工作具有审查并作出工伤认定的管辖权和法定职责。
廖某受单位安排带队外出工作期间被肖某打伤，系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受到伤害。
本案双方争议的焦点在于廖某的伤害是否因工作原因引起。
廖某带队乘车外出工作又因停车与人发生争执被击伤，乘车与停车都已成为廖某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
，因队员停车发生纠纷受到他人意外的暴力伤害同样应该认定为因工作原因受到伤害，符合“因工作
原因”的特征。
依法应予认定为工伤。
S社保局所举证据除证人殷某的证人证言系孤证外，并无证据证明廖某系《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六条
不得认定工伤或视同工伤的情形。
综上所述，S社保局作出的不予认定工伤决定结论错误，应予撤销。
判决如下：撤销S社保局的工伤认定决定，责令s社保局对廖某重新做出工伤认定决定。
 职工有故意犯罪、醉酒或者吸毒、自残或者自杀的情形之一的，不得认定为工伤或者视同工伤。
本案中，廖某是在工作中协调和劝阻纠纷时受到意外伤害，不存在上述三种情形，应担认定为工伤。
 相关案例索引 驾驶员曾某下车与乘客斗殴不被认定为工伤案（（2007）宣中行终字第00018号） 本案
要点 劳动者在工作时间内离开工作场所，从事与履行工作职责无关的打架斗殴行为而受伤，不认定为
工伤。
 案例21 罗某非因醉酒在建筑工地值班时被砸伤，被认定为工伤 原告罗某是重庆某建筑公司的施工员
。
2004年12月23日上午，原告在公司的宏途大厦建筑工地现场值班时，被断裂的塔吊臂砸伤，经诊断，
原告胸12椎压缩性骨折、肾挫伤、会阴裂伤、头皮裂伤、背部挫伤、左外踝骨折。
2005年4月，原告向永川劳社局申请工伤认定并被认定为工伤。
原告所在公司不服，向被告永川区人民政府申请复议，被告作出了行政复议决定书，认定原告因醉酒
导致受伤，不得认定为工伤，并撤销了永川劳社局对原告所作的认定为工伤的决定。
原告在建筑工地现场值班期间被砸伤，其受伤的直接原因是塔吊臂断裂而不是醉酒。
原告请求法院撤销被告作出的不予认定为工伤的决定，将原告所受伤害认定为工伤。
被告永川区人民政府辩称，被告认定原告系醉酒导致受伤的事实清楚，有相关证人证言予以证明，原
告饮用大量白酒后不听他人劝阻擅自进入危险区域因而受伤，属于不能认定为工伤的情形。
请求维持被告所作的行政复议决定。
 法院认为，职工醉酒导致伤亡的不得认定为工伤。
被告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原告受伤时已经处于醉酒状态，更不能证明原告是因醉酒违反安全操作规范
而导致受伤。
被告在复议决定中认定原告大量饮酒已达到醉酒程度，其受伤不得认定为工伤，并决定撤销永川劳社
局作出的工伤认定书，属主要证据不足，适用法律、法规错误。
永川劳社局认定原告在工作时间、工作地点，因工作原因受伤属工伤符合法律、法规规定。
被告作出的对原告不认定为工伤的复议决定，主要证据不足，适用法律、法规错误，法院判决予以撤
销，并责令重新作出复议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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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工伤保险条例(案例注释版)(第2版)》由法制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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