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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工伤保险条例配套规定（实用注解版）》以现行有效的法律、法规、司法解释为线索，结合日
常生活中常见的法律问题，收录与其密切相关的配套规定，并在此基础上予以精要的实用解答，以便
广大读者及时解决常见法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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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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目的】
第二条【适用范围】
问答一 给个体工商户打工的临时工是否也能享受工伤待遇？

问答二 使用假名字签订劳动合同，工作时受伤是否应认定工伤？

问答三 自然人间签订雇佣合同，提供劳务者在工作中受伤是否属于工伤？

第三条【工伤保险费的征缴】
第四条【用人单位在工伤保险工作中的责任】
第五条【工伤保险工作行政管理部门和具体业务经办机构】
问答 县级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是否有权对辖区内的单位和个人作出工伤认定？

第六条【工伤保险政策和标准征求意见】
第二章 工伤保险基金
第七条【工伤保险基金构成】
第八条【工伤保险费率确定】
第九条【行业差别费率和档次的调整】
第十条【工伤保险费的缴纳】
问答一 用人单位未按时缴纳工伤保险费，职工是否有权要求用人单位补缴社会保险费？

问答二 用人单位缴纳工伤保险费的数额是否为本单位职工工资实际总额？

第十一条【工伤保险基金统筹】
问答 职工受伤后应当按照哪级职工平均工资支付工伤待遇？

第十二条【工伤保险基金的管理和用途】
第十三条【工伤保险储备金】
第三章 工伤认定
第十四条【应当认定为工伤的情形】
问答一 职工“串岗”受伤，是否属于工伤？

问答二 如何确定上下班途中？

问答三 不是从事本职工作是否应认定为工伤？

问答四 职工工作中因操作不当导致受伤是否应认定为工伤？

问答五 单位领导下班后在单位外调解职工纠纷受伤害死亡，是否属于工伤？

问答六 职工在上班期间上厕所不慎摔伤致死，是否应认定为工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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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答七 工间休息被打伤，是否应认定为工伤？

问答八 第三人帮助职工在单位完成工作过程中受伤害，是否算工伤？

问答九 在单位食堂吃饭受伤算不算工伤？

问答十 实习生发生意外算不算工伤？

问答十一 退休人员返聘受伤能不能认定为工伤？

⋯⋯
配套规定
法律文书
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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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故意犯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是否属于故意犯罪须以法院的生效裁判文书为准，且该犯
罪行为与伤害须具有因果关系。
 2.醉酒或者吸毒。
 新《条例》规定，醉酒或者吸毒的，不得认定为工伤或者视同工伤。
该条增加了职工因吸毒导致事故伤害不得认定为工伤的规定，意味着因吸毒发生工伤事故的虽符合其
他工伤认定的标准，仍不得认定为工伤或者视同工伤。
 “醉酒”，是指劳动者饮用含有酒精的饮料达到醉酒的状态，在酒精作用期间从事工作受到事故伤害
。
劳动者在工作时因醉酒导致行为失控而对自己造成的伤害，不认定为工伤。
是否醉酒，应依行为人体内酒精含量的检测结果作出认定，通过对行为人体内酒精含量的检测，如果
发现行为人体内的酒精含量达到或超过一定标准，就应认定为醉酒。
按照相关规定，行为人血液中酒精含量大于（或等于）80毫克／毫升即属于醉酒。
 条例不将醉酒导致伤亡的情形定为工伤，主要是考虑，醉酒是一种个人行为，国家的一些法律规定禁
止醉酒后工作，如禁止酒后驾车等。
因此，由于醉酒导致行为失去控制，引发各种事故不能作为工伤处理。
条例这样规定，体现了立法者的价值判断，引导着人们正确行为，从而控制和减少此类事故的发生。
 “吸毒”，在医学上称为药物依赖和药物滥用，职工在工作时因吸毒导致行为失控而对自己造成的伤
害不认定为工伤。
“醉酒”本身不是法律所禁止的行为，法律只是在当事人因醉酒实施相应行为危害他人利益或社会公
共利益时才作出相应规范，如我国《刑法》规定，醉酒的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
而吸毒则是法律严禁的行为，是一种严重违法行为。
两者在适法性、合法性等方面差距甚大。
从性质上讲，醉酒性质远远轻于吸毒，醉酒都被排除在工伤认定之外，吸毒则更应被排除在外。
而且国际公约或者惯例都将吸毒排除在工伤认定之外。
 实际上，无论醉酒者还是吸毒者都清楚地知道自己可能因为醉酒或吸毒导致行为失控。
作为一个具有完全行为能力的成年人，任何人都应当知道醉酒和吸毒有害身体健康、甚至可能导致危
及生命等严重后果。
因此任何人都应该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克制自己的行为，避免这种损害后果的发生。
在明知醉酒或吸毒可能导致严重损害后果的情况下，却仍然实施上述行为，当事人本身就是存在主观
过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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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工伤保险条例配套规定(实用注解版)》由法律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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