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皖北某市位于安徽北部，苏、鲁、豫、皖四省交界处，总面积2741平方公里，辖下三区一县。该市缘

煤而建，因煤而兴，矿区煤田总面积6900平方公里，煤炭资源保有储量80多亿吨，并伴有3000多亿立方米的

煤层气和近5亿吨的优质高岭土，煤种齐全，煤质优良，为我国五大煤田之一。 

一、皖北某市工伤死亡赔偿的现状 

皖北某市于1998年7月1日在全省率先设立了独立的工伤保险行政管理部门和经办机构，其工伤保险制

度改革也随之正式启动。截止2005年底，皖北某市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已有20余万人，累计征缴工伤保险费已

逾1亿，支付工伤保险待遇1000余万元。其中近年来皖北某市工伤保险死亡待遇支付情况见表1。 

表1  皖北某市工伤保险死亡待遇支付情况 

资料来源：经皖北某市工伤保险服务中心2002～2005年统计资料整理。 

根据皖北某矿区工伤保险的实践现状及工伤死亡赔偿过程中常见的工伤死亡事故的性质，可以将工伤

死亡赔偿分为：因工作原因导致工伤死亡的赔偿、因工作岗位突发疾病导致工伤死亡的赔偿、交通事故导致

工伤死亡的赔偿等几类。 

（一）因工作原因导致工伤死亡的赔偿 

因工作原因导致工伤死亡的赔偿是工伤死亡赔偿实践中最常见的一种赔偿，也是工伤保险制度自设立

以来最先得到确立并获得雇主承认的赔偿种类，它是整个工伤死亡赔偿体系中的根基。相比较于别的工伤死

亡赔偿，其待遇也最优厚。 

目前，皖北某矿区因工作原因导致工伤死亡的赔偿包括两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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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 3259 18669231 1007 10576795 47 133100 659 — 1004869 

2003 3290 15097337 384 4929332 31 100560 799 2091 1426309 

2004 8602 41570577 2108 23799207 129 423874 2707 6588 3013111 

2005 407 2029742 55 453041 7 24304 153 343 106608 



一是工伤保险机构按照《工伤保险条例》和省、市规定支付的工亡待遇，包括丧葬补助金、一次性工

亡补助金和供养亲属抚恤金； 

二是企业按照《安全生产责任事故死亡赔偿暂行办法》相关规定根据事故单位、受害人所承担的责任

大小等所给予受害者直系亲属一次性的赔偿。 

下面即是矿区因工作原因导致工伤死亡赔偿的个案。 

刘某，男，30岁，掘进工，工亡前工资1322元/月，工伤发生时间为2005年9月22日，妻子32岁，城镇

户口，无业。 

市工伤保险服务中心按《工伤保险条例》相关规定，核发刘某直系亲属工亡待遇包括：一次性工亡补

助金60个月为66900元，丧葬补助金为6690元，符合工伤保险规定享受供养直系亲属抚恤金的为其父、母和

孩子2人（其中父亲68岁，母亲72岁，女儿一8岁，一1岁，均为农村户口），4人（100%的生前工资）的供养

亲属抚恤金为1322元/月。 

所在企业按照《安全生产责任事故死亡赔偿暂行办法》等与刘某家庭达成伤亡事故处理协议：1、按

《工伤保险条例》规定，发给市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6个月的丧葬补助金，即1115*6=6690元；2、按《工

伤保险条例》规定，发给市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60个月的一次性工亡补助金，即1115*60=66900元；3、刘

某遗属应提供符合《因工死亡职工供养亲属范围规定》的供养遗属公证材料：如火化证、户口本、身份证、

无业证明、学籍证明、照片等材料，并经待遇资格审核后对符合供养人员按死亡职工本人上年度工资收入一

定比例发给供养亲属抚恤金；4、根据皖政[2003]103号文《安徽省安全生产事故调查处理及行政责任追究暂

行规定》第五章34条规定因刘某负有直接事故责任，企业从照顾出发，发给市2004年度人均工资收入的15倍

的一次性赔偿。5、企业从工会安全生产互助金中照顾发给1万元。 

（二）因工作岗位突发疾病导致工伤死亡的赔偿 

因工作岗位突发疾病导致工伤死亡的赔偿是伴随着工伤保险制度的发展而逐步被社会和企业所认可

的。显然，工业社会的发展以及高度专业化的分工使得劳动者工作中的压力和紧张程度与日俱增，隐藏在机

体内的疾病因子随时可能爆发，随着世界各国对“风险”与“健康”的深入理解，企业和社会逐渐认可将工

作岗位突发疾病导致的死亡列入工伤死亡的赔偿。 

1996年《企业职工工伤保险试行办法》中国才首次将在工作岗位突发疾病猝死列入工伤死亡赔偿的范

畴。《工伤保险条例》对这种情况给予了再次明确，规定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

时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列入工伤死亡赔偿的范围。 

但是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所主导的工伤死亡赔偿却将此类情况排除在赔偿的范围以外，原因也很简

单，就是这种情况导致的死亡不存在显性的安全生产责任问题。 

目前，皖北某矿区因工作岗位突发疾病导致工伤死亡的赔偿主要是由工伤保险机构按照国家规定给予

的一次性补助金、丧葬补助金和供养亲属抚恤金。当然，由于近年煤炭市场价格较高，企业效益较好，有些

企业也参照了《安全生产责任事故死亡赔偿暂行办法》进行了照顾性的赔偿，但是，这种赔偿由于具有“照

顾性”、“福利性”和“恩赐性”，赔偿的数额相比较于因工作原因导致的工伤死亡要低的多，同时也不具

有稳定性和持续性，并不是每一个家庭都能得到这笔企业的赔偿，它还要取决了工亡职工家庭与企业之间的

博弈。 

下面即是企业给予适当照顾性赔偿的因工作岗位突发疾病致工伤死亡赔偿的个案。 

李某，男，51岁，维护工，工亡前工资1312元/月，工伤发生时间为2005年11月16日，妻子51岁，农业

户口。 

市工伤保险服务中心按《工伤保险条例》相关规定，核发李某直系亲属工亡待遇包括：一次性工亡补

助金60个月为66900元，丧葬补助金6690元，符合工伤保险规定享受供养直系亲属抚恤金的为其父、母（父



亲83岁，母亲86岁，异地农村，农村户口），2人（60%的生前工资）的供养亲属抚恤金为787元/月。 

所在企业与李某家庭达成的伤亡事故处理协议包括：1、支付市工伤保险服务中心赔偿的丧葬补助金、

一次性工亡补助金。2、根据皖政[2003]103号文《安徽省安全生产事故调查处理及行政责任追究暂行规定》

第五章34条规定，因李某死于突发性疾病，企业从照顾出发发给2004年度全市职工平均工资12578元的十倍

作为补偿，为125780元。3、李某之女在年龄、文化、体检、婚否、政审等在符合企业招工条件下，可照顾

招收为全民合同制工人。4、其妻可在企业下批集资建房时优先购买商品房一套。5、其子本人提出的工作调

动企业可以照顾。6、矿工会从职工安全互助金中照顾发给其直系亲属1万元。 

（三）交通事故导致工伤死亡的赔偿 

上下班交通事故导致的死亡在工伤保险的发展历史上曾不被列为工伤死亡赔偿的范围，即使现在已有

很多国家将其列为本国工伤保险的赔偿范围，其赔偿的水平一般也要低于因工作原因导致的死亡赔偿。 

按照交通事故中工亡者所负有责任的大小和工伤死亡赔偿实践中常见的赔偿方式可以将交通事故导致

工伤死亡的赔偿分为：工亡者负有交通事故完全责任的赔偿、工亡者负有交通事故部分责任的赔偿和工亡者

不承担交通事故责任的赔偿等。 

第一类，工亡者负有交通事故完全责任的赔偿。《企业职工工伤保险试行办法》把上下班道路交通事故

非本人主要责任的列入了工伤范围，与其他工伤待遇相同。显然，工亡者负有交通事故完全责任的被排除在

了赔偿之列。 

然而，当《工伤保险条例》取消了“无本人责任或者非本人主要责任”限制后，工亡者负有交通事故

完全责任的赔偿因为不存在获得第三方民事赔偿问题（往往要赔给对方）反而成为交通事故死亡赔偿实践中

最快也最没有争议的。 

当然，交通事故导致死亡的工伤赔偿因完全脱离了工作岗位，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制定的赔偿办法

中此项是被明确排除在外的。 

目前，皖北某矿区因工亡者负有交通事故完全责任所导致的工伤死亡赔偿主要是由工伤保险机构按照

国家相关规定给予的一次性补助金、丧葬补助金和供养亲属抚恤金。 

下面即是工亡者负有交通事故完全责任的工伤死亡赔偿个案。 

因工死亡职工张某，男，42岁，销售主管，工亡前工资1622元/月， 2005年12月9日因工外出期间因驾

驶的轿车与中型普通货车发生追尾事故当场死亡。妻子42岁，城镇户口，某公司财会员。 

按安徽某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所做的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张某所驾驶的轿车应负本次事故的全部

责任，对方不负本次事故责任。 

市工伤保险服务中心按《工伤保险条例》相关规定，核发张某直系亲属工亡待遇包括：一次性工亡补

助金60个月为66900元，丧葬补助费为6690元，符合工伤保险规定享受供养直系亲属抚恤金的为其父及儿子

（父亲69岁，儿子14岁，父亲为农村户口，儿子为城镇户口），2人（60%的生前工资）的供养亲属抚恤金为

973元/月。 

因交通事故被皖政[2003]103号文《安徽省安全生产事故调查处理及行政责任追究暂行规定》排除在企

业赔偿责任以外，企业没有额外的工伤死亡赔偿。 

第二类，工亡者负有交通事故部分或不负责任的赔偿。《工伤保险条例》虽然扩大了交通事故导致死亡

工伤赔偿的范围，但是却没有象《企业职工工伤保险试行办法》那样规定详细的实施和操作办法，按照法无

明文规定废止尚可适用的原则，同时考虑到民事赔偿一般要高于工伤保险的赔偿，目前各地包括皖北某矿区

的实践中都延续了《企业职工工伤保险试行办法》中对交通事故导致死亡赔偿的办法，即交通事故赔偿已给

付了丧葬费、误工工资的，企业或者工伤保险经办机构不再支付相应待遇（交通事故赔偿的误工工资相当于



工伤津贴）；交通事故赔偿给付的死亡补偿费，已由伤亡职工或亲属领取的，工伤保险的一次性工亡补助金

不再发给，但交通事故赔偿给付的死亡补偿费低于工伤保险的一次性工亡补助金的，由企业或者工伤保险经

办机构补足差额部分。 

皖北某矿区因工亡者负有交通事故部分或不负责任所导致的工伤死亡赔偿主要是由工伤保险机构按照

国家相关规定应给予的一次性补助金、丧葬补助金和供养亲属抚恤金与交通事故民事赔偿之间的差额。 

虽然有关规定也指出企业或者工伤保险经办机构应当帮助职工向肇事者索赔，获得赔偿前可垫付有关

津贴等费用。但在基层工伤保险的赔付实践中，限于工伤保险经办机构的人力、物力有限加上现今社会的信

用状况，很多地区既没有多余的工作精力去协助职工打官司索要民事赔偿，也没有精力、能力以及相应的政

策法规规定先赔偿职工家属，自己再去代位求偿或者等工亡职工家属官司打赢要来钱后归还工伤保险基金。 

实际中只能是等民事赔偿的诉讼结束，按照法院判决的数额来支付工伤保险应支付的差额，至于法院

判决的能不能拿到，拿到多少，就无人而知了。而通常民事人身赔偿的数额要高于工伤保险的死亡赔偿，因

而工伤保险对交通事故负有部分责任尤其不负责任的工亡者来说几乎成为了一根可望而不可及的救命稻草。

对于那些交通事故方为个人且较贫困的民事人身赔偿来说，工亡者的家庭处于既享受不到民事赔偿也享受不

到工伤保险赔偿的尴尬境地，生活无疑将陷入窘境。从下面的个案中可以深刻的理解工亡职工家庭两难的困

境。 

因工死亡职工刘某，男，27岁，采煤工，工亡前工资1522元/月，妻子26岁，农业户口。2005年4月22

日于上班途中被一辆轻骑农用车撞倒经医院抢救无效后死亡。 

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对方李某（农村人，个体驾驶员）负主要责任，刘某负次要责任。市某区人民法

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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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规定，以交通肇事罪判处李某有期徒刑二年，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刘某方

164049.46元。 

显然，民事人身的赔偿要远高于按照《工伤保险条例》所要赔付的一次性补助金和丧葬补助金。但是

因事故方李某家里非常贫困，民事赔偿目前仍然无法执行，刘某家庭多次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均未果。 

市工伤保险服务中心按《工伤保险条例》相关规定，核发刘某直系亲属工亡待遇包括：符合工伤保险

规定享受供养直系亲属抚恤金的为其儿子（4岁），1人（30%的生前工资）的供养亲属抚恤金为457元/月。 

因交通事故被皖政[2003]103号文《安徽省安全生产事故调查处理及行政责任追究暂行规定》排除在责

任以外，企业没有额外的工伤赔偿。 

二、皖北某市工伤死亡赔偿存在的问题 

从《劳动保险条例》到工伤企业保险再到《企业职工工伤保险试行办法》，皖北某市工伤死亡赔偿体

系伴随着经济、社会和政治的发展而不断改变，虽有迂回，但总体是不断完善与前进的。通过对皖北某市工

伤死亡赔偿实践的考察，可以窥见现行工伤死亡赔偿体系中存在的问题与不足： 

（一）不同行业工伤死亡赔偿差距较大，制度公平性不足，各行业攀比心理严重。 

目前工伤死亡赔偿主要有两部分组成，即以工伤保险工亡待遇赔偿为基础，企业责任赔偿为补充。对

于前者，是由全国统一实施的《工伤保险条例》为依据，虽然不能确保对每户每项待遇都一样，但对所有的

赔付对象来说，标准是一致的，赔付的原则也是一致的，这部分是公平的，充分体现了社会保险的互济性和

保障性。 

不同行业工伤死亡赔偿差距较大的原因来源于工伤死亡赔偿体系组成部分的后者，即煤炭企业的责任

赔偿。这部分赔偿源于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对煤炭企业赔偿的相关规定，而其他诸如建筑、非煤矿山等高

风险行业大多没有执行该规定。由于煤炭企业的责任赔偿数额远高于工伤保险的一次性赔偿，一旦发生工伤

死亡，不同行业间的待遇差别就会马上显现出来。同样是因工死亡，同处在一片蓝天一个城市，待遇却如此



不同，必然引起各行业间工伤死亡职工亲属的攀比，据信访部门的统计，工伤死亡赔偿的大量信访案件不是

因为工伤保险支付的工亡待遇存在问题，而更多的是对不同行业间的巨大工亡赔偿差额有意见。这也是很多

企业对自身的赔偿政策隐晦不提、保密至深的原因。 

（二）由各地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规定的煤炭企业责任赔偿由于立法层级不高、规定不尽合理而不

具有强制性、规范性、统一性和持续性。 

由此造成企业赔偿中企业各自为政，即使是同一个企业标准也不统一，赔偿的数额往往在规定的框架

下由企业和工亡职工亲属间的博弈达成，事实上最会“闹”的工亡职工亲属所获得的工伤赔偿数额在同等条

件下就会高些，即使在赔偿数额上可以保持一致，至少也可以在诸如住房、子女就业、就学等方面获得企业

的照顾，其本质是工伤社会保险向计划经济时代的企业保险的倒退，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其最终仍是将被

时代所摒弃。 

（三）工伤保险制度自身存在缺陷，人性化不足，某些规定不尽合理。 

虽然《工伤保险条例》规定的工亡待遇相比较以前的企业保险有了很大的提高与完善，但是由于制度

设计中的逻辑矛盾和非人性化使得新工伤保险制度的诸多优点大打折扣甚至形成了新制度内的不公平。 

1、供养亲属范围的确定上采取“一刀切”的规定且年龄设置过高。 

众所周知，目前城镇40岁～50岁人员就业很困难，然而现行的工伤保险制度却将供养亲属抚恤金的享

受条件定为“男60岁，女55岁”，从工伤死亡赔偿的实践来看，煤矿工亡职工的家属多为农村人，连40～55

岁的城镇女性都很难就业，这些农村女性又如何就业，如何养活自己和家庭。更何况她们很多人已经脱离了

农村在企业所在地的城镇生活，农村的土地也早已被收回，家庭支柱的工亡除了给她们造成了莫大的精神伤

害以外她们更要承受马上就要面对的生存压力。 

如果在供养亲属抚恤金享受年龄条件上可以采取随年龄降低抚恤金比例逐级下降的办法或许可以减少

一些制度的非人性化、增加一些制度的合理性。 

2、交通事故工亡赔偿中的逻辑错误与矛盾。 

在《工伤保险条例》取消了“无本人责任或者非本人主要责任”这一限制条件后，交通事故工亡赔偿

的实践中出现了严重的逻辑错误与矛盾。即，凡是在交通事故中负有完全责任又导致自身死亡的，作为肇事

者其虽负有向对方赔偿的民事责任，但却因不存在对方的民事赔偿，工伤保险会很快按照规定支付工亡待

遇。 

而在交通事故中不负有责任或者负有较小责任的受害者由于存在肇事方的民事赔偿，工伤保险一般要

等民事赔偿结束以后才补相应的差额，而民事诉讼审理时间较长，即使有所判决，民事赔偿是否可以执行到

位还是个悬念。 

比较上面两种情形的结果就是工伤保险“鼓励”交通事故肇事，对于肇事者不仅可以迅速支付工亡待

遇而且还是全额的待遇，而对于受害者本应有的救济却演变为等待赔付时间较长甚至没有任何工伤保险待

遇，这种“荒唐”的逻辑错误和矛盾或许是政策的制定者所始料不及的。 

3、工伤保险工亡待遇水平偏低。 

诚然，工伤保险待遇在目前中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时期不应该过高，但是也应该看到目前

的工伤保险工亡待遇并不高，毕竟不应该忘记现在的工伤社会保险制度脱胎于中国计划经济时代的工伤企业

保险制度，那时的工亡待遇虽然没有一次性赔偿，但是在就业照顾、住房照顾、就学照顾、节日慰问、生活

照顾等方面的隐性赔偿也要远高于现在的工伤死亡赔偿，更何况在提倡“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的

今天，适当提高作为社会最弱势群体之一的工亡职工供养亲属的工亡待遇也应是中国政府执政为民的应有之

意，况且待遇提高和调整所涉及的面远没有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广泛，工亡待遇的提高无疑是“一本万

利”的买卖。 



三、皖北某市工伤死亡赔偿的完善对策 

虽然在《工伤保险条例》颁布实施以前，中国已经对工伤保险和工伤赔偿制度进行了近十年的改革试

点和论证，但是应当看到，中国是一个幅原辽阔的国家，工伤保险的试点城市毕竟是有限的，试点的成功经

验只能说明在试点城市特殊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环境下是成功的，但是这种模式放到全国就未必能取

得很好的效果。任何一项社会制度都要受到经济、社会、政治、文化乃至道德等因素的影响，尤其现在的工

伤保险基金还处于市级统筹的阶段，统筹层次不高也使得每一个地区在实施工伤保险制度中都会遇到种种在

制度设计之初所预想不到的问题和矛盾。 

与此同时，目前中国的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尤其在全面建设小

康社会的征程中，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之快已不是20世纪90年代所比拟，中国的政治也在逐步走向民主、文

明，社会也更加和谐，人民的文化生活水平更是得到极大的提高，本届中国政府也提出了亲民、爱民、以人

为本的执政理念。而这一切都与20世纪90年代中国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艰难转轨时所不同。所

以，《工伤保险条例》所构建的工伤死亡赔偿体系虽然才刚刚实施不到4年，但是确已到了重新审视和修

订、完善的时候。 

第一，在建制理念上，应以公平、正义、共享的时代要义取代以前保障稳定的制度理念。 

只有“以人为本”的情怀才能使工伤职工和家属感觉到国家、社会的温暖，只有提倡公平、正义、共

享也才能将“一切为人民服务”、“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权为民所用”真正落实到工伤保险制度的待

遇项目与标准上，真正让工伤职工及其家属在构建和谐社会的道路上和谐中发展、发展中共享。 

第二，适度调整和扩大工亡职工供养亲属抚恤金享受范围。 

针对目前工亡职工供养亲属抚恤金享受条件中对配偶和父母年龄规定过高且没有过渡机制不够科学、

对子女年龄规定过低且未与教育保障等制度所衔接的情况，应适度调整和扩大工亡职工供养亲属抚恤金的享

受范围。当然扩大享受范围并不意味着要将所有的直系亲属纳入保障，这也是与工伤社会保险建立的初衷相

违背的。虽然不是纳入所有的直系亲属，但是却应当让所有的直系亲属感觉到工伤保险制度的温暖，因此，

可行的办法就是按照工亡职工配偶和父母的年龄实行从低龄到高龄享受待遇逐步增加的“累进制”和按照工

亡职工子女实行从低龄到高龄享受待遇逐步减少的“累退制”。 

第三，提高工伤保险工亡待遇标准。 

对于工伤保险长期待遇，虽然现在每年工伤保险机构都会定期调整，但是其调整的速度离经济发展的

速度还有很大的距离，也跟不上在岗职工、退休职工工资或退休金的调整幅度，因此，国家应当在一定时期

在全国范围内整体调整工伤保险待遇，以保障工伤职工及其家属享受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对于工伤保险一

次性工亡待遇虽然现在已经达到48～60个月的当地平均工资水平，但与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的“20万赔偿

标准”和民事赔偿中20倍的当地年平均工资水平比较来说，还算不上很高，同时较1997年世界银行采用工资

比例折合生命价值推算出的中国人的生命价值城市人口为6万美元、农村人口为3. 18万美元来说，目前的赔

偿标准也不是很高，因而在适当的时候，经过充分调研和论证后应该对此项待遇进行适当提高。 

第四，以工亡职工为本，改进工伤保险与民事损害赔偿竞合时的赔付流程。 

针对交通事故所导致的工伤死亡中工亡职工家属索要民事赔偿不及时、赔偿执行难等问题，在维持目

前工伤保险赔偿与民事赔偿二者不可兼得的前提下，适当改进工伤保险赔偿流程，让工亡职工家属具有在工

伤保险赔偿和民事损害赔偿二者间的选择权，工伤保险机构自身或者委托商业保险公司来行使民事赔偿的代

位求偿权，使工亡职工家庭不会因为长时期得不到任何赔偿而使生活陷入窘境。 

当然，无论是从建制理念的改进还是工伤待遇享受条件的适度、科学扩大亦或各项待遇的适度调整，

对于完善工伤保险制度，保障工伤职工及其家属权益并使他们能够享受到改革发展的成果都是十分必要和有

益的，而唯有此，工伤保险制度才能够有效的促进经济、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 



（赵永生） 

（李开文） 

（本文荣获社会保障论坛2007年征文评选优秀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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