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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出台以来，为配合该法的贯彻实施和普法工作的顺利开展，加强该法的实
际操作性和操作力度，国务院及有关部委结合实际情况制订了一系列配套法规，最高人民法院也发布
了不少相关司法解释，近几年来职工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失业保险、生育保险、工伤保险等社会保
险和补充商业保险也有了新的规定和办法。
这一系列新的配套规定总结了《劳动法》的实践经验，扩大和明晰了《劳动法》的具体适用，把我国
劳动法制建设提升到一个新的层面。
为了不断适应法制建设新的要求和广大读者的需求，我们根据近年来出台的配套劳动法律法规及其司
法解释，结合新的保险制度及刚修订出台的国家标准《劳动能力鉴定——职工工伤与职业病致残等级
分级》重新撰写了《劳动事故伤残鉴定与赔偿》。
撰写《劳动事故伤残鉴定与赔偿》的目的是为了配合我国劳动法及其附属法规的全面贯彻实施，并在
具体实施中科学、公正地操作，使劳动者依法保护其合法权益和获得应得的赔偿。
书中围绕劳动法第六章和第九章的有关条款，针对职工工伤如何进行科学鉴定和公平合理地赔偿，并
结合规范性文件关于工伤的认定标准和各项社会保险待遇的规定，展开了比较详细的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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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劳动事故伤残鉴定与赔偿》的上篇是总论部分，主要是工伤事故领域的法律适用和理解问题，
在撰写过程中以《劳动法》、《劳动合同法》、《工伤保险条例》等法律法规为主线，结合有关社会
保险法律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等司法解释具
体阐述了在当前劳动事故领域内常见的职工劳动保护、用人单位义务、事故责任划分、工伤认定和工
伤待遇等用人单位和广大劳动者切实关心的劳动法律实务问题。
　　《劳动事故伤残鉴定与赔偿》的下篇的各论部分，在伤残的临床诊断要点的撰写时，主要是参考
了医学诊断标准，在伤残等级的评定中，主要依据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和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
委员会于2007年5月1日发布实施的GB／T 16180—2006国家鉴定标准《劳动能力鉴定——职工工伤与职
业病致残等级分级》。
该鉴定标准总共列出了572种不同程度的伤残病名，但仍不完全，有些工伤和职业病的后遗障碍在该标
准中查不到，因此，对这些在该鉴定标准中查不到的伤残疾病采取类比的方法也予以等级评定。
对职工工伤保险的认定与赔偿，主要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和《工伤保险条例》等
现行法律规定。
对职工的劳动保护、安全教育、安全生产措施则以《劳动法》及其他单行法规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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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上篇  总论第一章  劳动事故伤残鉴定赔偿的法律渊源第一节  工伤及职业病概况第二节  《中华人民共
和国劳动法》第三节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节  职业病防治和有毒有害作业规范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的总则规定精神二、职业病的前期预防，是职业病防治法第二章  的
内容三、职业病防治法第三章  规定了劳动过程中的防护与管理四、职业病防治法第四章  规定了职业
病诊断与职业病病人保障的内容五、违反职业病防治法的法律责任六、职业病防治法的附则部分第五
节  女职工的特殊劳动保护第六节  未成年工的特殊劳动保护一、综上所述，对未成年工的特殊保护规
定，主要有4个方面的内容二、在童工保护方面，《禁止使用童工规定》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第
七节  工伤鉴定与赔偿一、工伤事故的分类二、事故报告三、职工工伤劳动能力丧失程度(伤残程度)鉴
定的依据四、鉴定组织五、工伤待遇第八节  职业病鉴定与赔偿一、《职业病危害事故调查处理办法
》的有关规定二、职业病防治法第四章  关于职业病诊断与职业病病人保障的专门规定第九节  《中华
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对劳动安全防范及损害处理的规定第二章  劳动事故伤残赔偿费的组成简介
第一节  工伤赔偿费一、工伤医疗费二、专人护理费三、医疗期间的生活费四、转院治疗交通费和住
宿伙食费五、伤残补助费六、辅助器具费和代用器官装饰费七、伤残后的康复费用八、就医交通费九
、因工死亡赔偿费第二节  非工伤和疾病补偿费一、医疗期的规定二、病假工资的计算三、国家公务
员病假待遇四、医疗待遇五、非因工死亡补偿费第三章  劳动事故伤残鉴定的技术规范第一节  工伤鉴
定时间一、器官损伤二、功能障碍三、职业病致残第二节  伤残等级和劳动能力丧失的划分原则一、
器官损伤二、功能障碍三、医疗依赖四、护理依赖第三节  职工因病、非工伤伤残鉴定一、完全丧失
劳动能力的情形二、大部分丧失劳动能力的条件第四节  伤残鉴定的操作一、申请工伤鉴定的条件二
、鉴定组织三、工伤鉴定的程序四、职业病鉴定程序五、提供鉴定的文证资料和检查第四章  社会保
险第一节  综述一、社会保险是一种政策性保险，将特定领域的风险集中起来由整个社会共同分担，
由特定的服务经办机构管理其运行二、社会保险与商业保险的主要区别三、目前我国通行的社会保险
的主要内容四、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历史沿革五、社会保险制度的意义六、我国社会保险现状第二节 
工伤保险简介一、我国工伤社会保险的基本原则二、工伤保险制度的作用三、我国工伤保险的管理体
制第三节  医疗保险一、改革现行医疗保险制度，对劳动者提供充分有效的医疗保障，对国家和劳动
者个人同样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二、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改革是当时政府重点推进的五项重大
改革之一三、基本医疗保险的覆盖范围四、基本医疗保险的缴费额度五、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的核算和
待遇六、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的管理监督七、加强医疗服务管理八、妥善解决离退休人员、老红军、伤
残军人、国家公务员和国有企业下岗职工的医疗待遇问题，加强医疗制⋯⋯第五章  《工伤保险条例
》理解与适用第六章  雇工劳务、义务帮工损害鉴定与赔偿第七章  司法鉴定机构与司法鉴定人、鉴定
标准第八章  劳动雇工事故人身损害民事赔偿案件的诉讼程序问题下篇  工伤残疾鉴定与赔偿第九章  骨
折的鉴定与赔偿第十章  肢体缺失的鉴定与赔偿第十一章  外伤性关节脱位和损伤的鉴定与赔偿第十二
章  精神伤残的鉴定与赔偿第十三章  神经和脊髓损伤的鉴定与赔偿第十四章  脑损伤的鉴定与赔偿第十
五章  胸内器官损伤鉴定与赔偿第十六章  腹部损伤的鉴定与赔偿第十七章  体表严重损伤的鉴定与赔偿
第十八章  眼损伤的鉴定与赔偿第十九章  耳损伤的鉴定与赔偿第二十章  鼻损伤的鉴定与赔偿第二十一
章  口腔颌面部损伤的鉴定与赔偿第二十二章  咽、喉损伤的鉴定与赔偿第二十三章  高、低温损伤的鉴
定与赔偿第二十四章  若干损伤并发症鉴定与赔偿职业病伤残鉴定与赔偿（略）（见《职业病伤残鉴
定与赔偿》一书）附录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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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近年来，尘肺病的泛滥上升，主要原因是用工制度改变后，一些企业(主要是非国有企业)不按规定为
工人提供足够的劳动保护措施和进行职业病定期检查，使大量接触粉尘的合同工、临时工、季节工(尤
其是流动性强的农民工)得不到及时诊治，有些企业甚至违反法律规定让未成年人从事有毒、有害的粉
尘作业。
上述情况充分说明，职业病危害在飞速发展的经济市场中仍然大量存在，就业困难使得大量富余劳动
力不顾危险从事有毒有害作业，从而造成大量职业病伤害，极大地损害了劳动者的人身健康甚至生命
安全。
三、除职业病以外，安全生产已经成为困扰我国企业的一个重大问题。
每次发生安全事故，都会造成劳动者的伤亡，有时还会造成相关当事人的伤亡，比如承运的旅客。
特别是发生重特大安全生产事故，生命财产损失更是触目惊心!为什么党和国家、政府三令五申，一再
要求采取措施杜绝和减少安全生产事故，切实加强劳动者的安全保护，相关法律法规、行政规章制定
和发布了不少，而安全事故、职业病仍然屡禁不止，事故率居高不下呢?究其原因，专家称“七分人祸
、三分天灾”，主要是人为因素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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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劳动事故伤残鉴定与赔偿》系《人身伤残鉴定赔偿实务丛书》其中一种。
该丛书最初的组成是一套八本，在人民法院出版社出版后，受到广大读者的广泛关注，几年前就已经
脱销。
近些年来，我国的法制建设日趋完善，对于人身权的保护日臻完备，同时，全国各地的不少读者经常
来函致电要求订购该丛书；作者也感到此套丛书确有根据新的有关人身伤残鉴定与损害赔偿的法律规
范、法规进行全面修订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因此，为了满足广大读者需求和感谢对我们的关爱，并且也是为了我国法制宣传和建设的需要，在人
民法院出版社的特邀和进一步策划下，我们组织了来自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公安、司法
、医学院校、政法院校、律师事务所的一批法律专家、医学专家、法医专家，对该丛书进行了全新的
编写和修订，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增加立项的新书，使该丛书阐述的内容和涵盖的范围，都达到了一
个新的层面。
希望能得到广大读者的认可，并对人身伤残鉴定与赔偿实务起到应有的指导、借鉴与参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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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劳动事故伤残鉴定与赔偿》分上、下两篇，上篇是总论部分，较为详细地论述了各种伤残情况的赔
偿原则、赔偿费的组成、劳动能力丧失程度、劳动保险的规定和常见工伤事故的现场勘查取证、劳动
保护、工伤事故构成和工伤认定等有关内容。
下篇主要论述各种伤残的诊断依据、伤残程度、劳动能力丧失程度和伤残后的待遇等。
《劳动事故伤残鉴定与赔偿》可作为各级政府、企业、事业单位的工会、劳保部门、保险机构处理各
种劳动事故的参考工具书；可供各级公安机关、检察机关、人民法院、劳动仲裁机构等部门在处理劳
动伤残案件和仲裁时参考；可供政法院校、医学院校的法医学和卫生系、金融院校的保险系及其它有
关专业在教学中参考；也可供广大劳动者在保护自己的生命健康权利的事故赔偿中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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