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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报  告

区 域 工 伤 保 险 状 况 研 究

窦培谦 *

摘   要:     工伤保险制度是社会保障体系的一个重要方面 ,  不仅保障工伤职

工获得医疗救治 、经济补偿 、职业康复的权利 , 还有分散用人单 

位工伤风险的作用 。本研究回顾了我国工伤保险制度的历史沿 

革 ,  对我国工伤保险现状和问题进行整理和分析 ,  客观指出现有 

区域工伤保险状况与问题 ,  并对解决问题 、 困境分析和制度完善 

进行了深层次探讨 , 建议从六个方面着手来进一步发展与完善我 

国工伤保险制度 :  完善我国工伤保险制度建构 、树立互助共济的 

工伤保险责任理念 、强化我国工伤保险政策执行 、完善新业态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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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人员工伤保险制度 、完善农民工工伤保险制度 、加强工伤预

防 和工伤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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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伤保险也被称作职业伤害保险 , 强调劳动者在上岗工作期间 , 一旦遭 

遇任何意外伤害或是引发各类职业病损伤 , 就可以依法获得国家 、社会等方 

面提供的必要性物质保障 , 保障的对象主要包括负伤 、致残的职工 , 或是殉 

职职工亲属等 。随着我国工业化的不断发展 , 安全事故和职业病的发生呈现 

逐渐增多的趋势 , 且在各个生产领域普遍存在 , 尤其在煤矿业 、建筑业 、制 

造业和交通运输业等行业更为严重 。根据 《 2021 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 

统计公报》, 2021 年全国发生安全事故 353 起 ,  死亡 1129 人 ;  共报告各类 

职业病新病例 15407 例 ,  其中职业性尘肺病及其他呼吸系统疾病有 11877 例 

( 职业性尘肺病有 11809 例) 。安全事故和职业病不仅数量多 、范围广 ,  而 

且还会给国家和社会带来严重的劳动力和经济损失 。据报道 , 我国每年因工 

作相关的事故和职业病带来的经济损失约达 2000 亿元 。不仅如此 ,  劳动者 

发生安全事故或患上职业病后 , 不仅劳动能力降低 、收入递减 , 而且还要承 

担一系列的治疗和康复费用 , 给家庭带来巨大的经济负担 。同时 , 安全事故 

和职业病导致劳动者伤亡 , 这不仅挫伤了其他劳动者的工作积极性 , 也破坏 

了劳动生产力发展 , 还会使企业承担事故处理费 、家属抚恤费等经济赔偿。

一   我国工伤保险制度的发展状况

改革开放前的工伤保险制度发展较为缓慢 , 虽然正式建立了劳动者保险 

条例 , 但国家对职工的权益保障观念不强 , 且规章制度也不完善。 1996 年 , 

劳动部颁布实施《 企业职工工伤保险试行办法》, 成为中国历史上首部针对 

工伤保险的专项立法 , 基本确立了我国工伤保险制度的模式。《 企业职工工 

伤保险试行办法》 规定了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工伤社会保险 ,  工伤保险行政 

经办和鉴定部门由各级劳动部门组建并负责 。各地建立工伤保险基金 , 并实 

行社会统筹 , 按大数法则分散各用工单位的用工风险 。企业参加工伤保险 

后 , 参保期间发生的工伤由工伤保险基金负责支付待遇 , 工伤保险基金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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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工伤待遇水平 , 增设了丧失劳动能力工伤职工一次性伤残补助金等

项目 , 确立了工伤伤残抚恤金和供养亲属抚恤金随职工平均工资增长的机

制 。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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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 为了规范安全生产 、维护工伤职工和职业病患者的权益 ,  国家加快了劳  

动和安全的立法步伐 , 发布了一系列法律 、法规和规章制度 ,  如 《 中华人  

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 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管理办法》《 职业病诊断与  

鉴定管理办法》《 职业健康监护管理办法》《 职业病危害事故调查处理办法》 

《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等。

2004 年以前 ,  因 《 关于加强企业编制定员和劳动定额工作试行办法》 

立法层次较低 , 各地执行力度不大 ,  国务院于 2003 年 4 月出台了 《 工伤保  

险条例》, 并于 2004 年 1 月 1  日正式实施 , 标志着中国工伤保险制度进入全  

面的发展阶段。《工伤保险条例》 将工伤补偿 、工伤康复与工伤预防列为我  

国工伤保险制度的三大职能 , 将有雇工的个体工商户列入工伤保险范围 , 将  

工伤范围适当调整 , 并提高了待遇水平 , 规范了相关标准和程序 , 对基金收  

支 、工伤认定 、监督管理等方面也作了较为详细的规定 , 把我国工伤保险制  

度带入一个全国统一高速发展的制度覆盖时期 。之后 ,  陆续出台了一系列工  

伤保险配套制度 , 如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 《 工伤认定办法》 (2004 年 1 月 1  

日实施) 、《 因工死亡职工供养亲属范围规定》 ( 2004 年 1 月 1  日施行)  和  

《 关于工伤保险费率问题的通知》  ( 2003 年发布) ,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的《 关于做好建筑施工企业农民工参加工伤保险有关工作的通知》 (2006 年  

发布) 、《 关于印发加强工伤康复试点工作指导意见的通知》  ( 2007 年发  

布) 、《非法用工单位伤亡人员一次性赔偿办法》 ( 2011 年发布)  和 《 关于  

印发〈  工伤康复诊疗规范   (  试行)   〉  和  〈  工伤康复服务项目   (  试行)  〉  

( 修订版)  的通知》 (2013 年发布)  等。

2010 年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 《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  

法》, 进一步以国家法律的形式对工伤保险作了明确规定 , 极大地提高了其  

立法层次 , 全面维护了劳动者包括工伤保险在内的权益 。此外 , 针对工伤保  

险实施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 《 国务院关于修改〈 工伤保险条例〉 的决定》 

于 2011 年 1 月 1  日正式实施 。该决定共增加和修改了 24 条相关内容 ,  其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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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和完善不仅增加了强制力度 , 还使工伤保险制度更符合社会发展的需

求。 2017 年 8 月 17  日 ,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会同财政部 、国家卫生计

生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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