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司工伤报告(实用5篇)
在经济发展迅速的今天，报告不再是罕见的东西，报告中提
到的所有信息应该是准确无误的。报告对于我们的帮助很大，
所以我们要好好写一篇报告。下面是小编带来的优秀报告范
文，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公司工伤报告篇一

事故责任人：

负责人签名：

制表人签名：

制表日期

3、对现场安全生产的过程进行检查，排除各种安全隐患，负
责填写现场安全日志;

4、负责施工现场安全保卫、成品保护工作;

5、督促各劳务单位及各级管理人员签订施工人员安全协议书、
安全合同书、安全责任书;

7、执行安全生产事故应急救援预案有关规定，并参与应急救
援演练工作;

8、配合工伤事故及突发事件调查与处理，编制工伤事故的统
计与报表;

9、完成上级领导交办的其他任务。

申诉人：钱先生，男，1954年12月22日生，汉族，



住址：省略

法定代理人：刘女士 ，女 系申诉人配偶

委托代理人：焦春伟 上海君拓律师事务所律师

住址：同申诉人

被申诉人：上海某物流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略

地址：略 邮编：200030

请求事项：

请求贵院依法对徐汇区人民法院(2004)徐民一(民)初字
第4507号《民事判决书》和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05)
沪一中民一(民)终字第1196号《民事判决书》提起再审。

事实与理由：

申诉人认为一审、二审法院在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上存在下
列错误：

一、申诉人伤残是由工伤事故造成的，并且至今没有治愈，
所以被申诉人应该支付伤残津贴以及因为治疗发生的医疗费。
理由是：

2002年2月18日申诉人发生工伤事故后，于2002年10月22日徐
汇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随即鉴定为工伤，2003年7月29日伤残
鉴定结论出来为“因工致残程度六级”，但是在随后的法院
一审、二审中都认定申诉人“工伤已治愈”并且不支持申诉
人的诉讼请求，于是申诉人再次申请伤残鉴定，2005年9月9
日鉴定结果为“因工致残程度六级”，而且两次工伤鉴定都



是依据《职工工伤与职业病致残程度鉴定标准》分级系列第
六级第02条即“精神病性症状影响职业劳动能力者”。两次
鉴定结果再一次说明申诉人自2002年工伤后一直处于残疾状
态并且始终没有治愈。

与此同时，2004年11月9日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司法精神医
学鉴定书》鉴定结论为“1、鉴定诊断：抑郁症。2、关于诉
讼行为能力的评定：被鉴定人钱先生目前无诉讼行为能
力。”该诊断亦能证明申诉人自工伤以后一直没有治愈。

二、一审判决以“体检结果正常，于5月29日回某物流公司上
班”为由，认定“工伤医疗期应视为终结，享受5月28日后的
工伤津贴没有依据”是错误的。理由是：

1、体检的结果不能证明申诉人已经治愈。申诉人是由于吸入
大量煤气，脑部供氧不足造成的脑器官的损伤。新华医院诊
断意见为“复查脑电图正常，心电图正常，体检神清”，申
诉人认为脑器官的损害和残疾是无法通过脑电图，心电图的
简单检查能够确认的。而且“体检神清”也不足以认定申诉
人的精神状态是正常的，这一点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的《司
法精神鉴定书》的认定就是最明显的证据。该《鉴定书》第2
页也说申诉人“意识清”，但是结果仍然认定申诉人“抑郁
症、无诉讼行为能力”。试想在这种情况下开车，怎么能够
不出车祸呢?由此可见新华医院的诊断只是针对申诉人的伤情，
而不是残疾，申诉人的脑部残疾始终没有治愈。

2、那么第二点“到物流公司上班”就更不能证明申诉人已经
治愈了。在第一次工伤事故以后，申诉人已经呈现出“精神
病性症状”，记忆力减退、反应迟钝，这些从申诉人的同事
对申诉人“变成憨大”的戏称就能说明。看到申诉人出院以
后，被申诉人就要求申诉人马上上班继续出车，申诉人的妻
子下岗多年，孩子上高中，不得已申诉人只能继续上班。一
审法院以此认定申诉人已经病愈是毫无根据的。



3、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的前后矛盾还体现在，既然要是以医院
的证明认定病愈，那就应该是5月20日，而判决却是以5月28
日为认定治愈的时间，那就是以上班作为认定治愈的依据，
这本身就是前后矛盾的。

4、申诉人2002年6月12日再次因工发生的交通事故是第一次
事故伤残未愈而直接造成的。申诉人1996年进入被申诉人公
司后经常出车，从没有发生交通事故，但是第一次煤气中毒
事故以后，5月28日重新上班6月12日就发生交通事故，也说
明申诉人根本就没有治愈，并一直处于“精神病性症状”，
也正是基于此原因被申诉人才停止叫申诉人出车的。

三、二审法院以“工伤鉴定的日期在煤气中毒与车祸
后”“不能认定该伤残是何种事故造成”所以认定“工伤医
疗期至2002年5月28日”，申诉人认为这种认定是毫无道理的。
理由是：

1、首先2002年6月12日的交通事故根本没有对申诉人造成伤
害，更不会造成申诉人六级的伤残，申诉人的伤残完全是由2
月18日的煤气泄漏事故造成的。两次工伤鉴定依据的都是
《职工工伤与职业病致残程度鉴定标准》分级系列第六级
第02条即“精神病性症状影响职业劳动能力者”，申诉
人2002年6月12日发生的交通事故是不可能导致申诉人“精神
病性症状”的。因此申诉人认为二审法院在审理时根本就没
有查明申诉人是何种类型的六级伤残。

退一步讲，不管是哪个事故造成的，都是工伤事故，既然是
工伤事故致残就应该享受伤残待遇，包括医疗费，伤残津贴
等等，这是申诉人应得的合法权益。如果是第一次事故造成
的六级伤残，2003年与2005年的伤残鉴定也足以证明伤残未
愈，如果是6月12日的事故造成的，那被申诉人更应该支付医
疗费和伤残津贴。更何况伤残是由哪起事故造成的这本身就
是二审法院应该首先查明而且很容易查明的事实，而二审法
院就以简单的一句“无法认定是何事故造成的”就剥夺了一



位工伤致残程度六级的工人受法律保护的权利。

2、其次，申诉人认为“哪次工伤事故造成的”与“医疗期”
之间没有直接的必然的因果关系。只要没有治愈，申诉人就
需要医疗费，就需要伤残津贴，跟哪次事故造成的没有任何
关系。申诉人主张并且所有证据和材料都显示伤残是又第一
次事故造成的，二审法院对该事实没有调查，但是即便如此，
法院也应该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因为申诉人经过工伤事
故以后，申诉人处于工伤致残六级的状态，并且一直持续，
且一直需要治疗，申诉人认为依此要求伤残津贴和医疗费以
及其他损失完全有法律依据。

四、申诉人现在非常困难，希望法院本着对当事人负责任的
态度，查清事实，保护申诉人的合法权益。

申诉人现在伤残情况日益严重，需要专人护理，而且每月要
支付大量的医疗费用，申诉人的妻子已退休，退休工资非常
低，儿子仍然在校就读，生活状况非常艰难，现在被申诉人
连基本的医疗费都不支付，所以申诉人只有依靠法律来讨回
自己应该享有的权利。

综上所述，希望贵院收到本申诉书后能够给予充分的重视，
认真调查核实，依法对原审判决提起再审，保护申诉人的合
法权益。

人民法院

申诉人：

二0**年 月 日

尊敬的书记：

我叫xxx，现年xx岁。我是在xx年以勒镇工商所招聘的合同工，



我对工作认真敬业，出差途中摩托翻车，身负重伤，由于伤
势严重，所领导送以勒镇卫生院抢救，在即时转县人民医院
治疗（附伤检证明）我为以勒镇工商所工作因工伤事故伤残，
如今落下后遗症，天阴下雨疼痛难耐加之年老体衰难抗伤痛
的折磨，儿女们又在外打工谋生在外。我为工商所打拼十年，
如今落得困难重重无人照顾，生活困难到万般无奈，特此才
申请困难补助。且有以勒工商所的请示书和以勒医院和县人
民医院的伤检证明。我为国家因工伤残，敬望各位领导依照
法律解决因工伤残的困难补助，我曾多次找相关领导反映，
未得妥善解决，我因工伤残，我对国家是有功的，伤残情况
的性质，按《xxx劳动合同法》之相关规定，也产生法律效力
的关联，请依法解决为谢！

申请人：xxx

20xx年xx月xx日

公司工伤报告篇二

工伤事故：本规定所称工伤事故是指职工在生产劳动过程中
发生的人身伤害和急性中毒事故。

未遂事件：是指发生事故的条件已经具备，或虽然发生了，
但未造成人员伤亡的事件。

包扎/急救事故：经过医药箱药物或在医务室简单处理，不需
要进一步去医院处理即可继续工作的伤害事故。

可记录事故：指所发生的伤害经医院处理后暂时难以继续原
工作内容，但不损失第二个工作日的伤害事故。

职业病：指劳动者在职业活动中，因接触粉尘、放射性物质
和其他有毒、有害物质等因素而引起的，在国家政府主管部
门明文规定的法定职业病范畴内，并经所在地卫生行政部门



批准的医疗卫生诊断机构诊断为职业病的疾病。

事故处理“四不放过”：事故原因分析不清不放过;事故责任
者和群众没有受到教育不放过;没有防范措施不放过;有关责
任者没有受到处理不放过。

公司工伤报告篇三

由于工伤事故发生在一个多种社会关系交错的领域，工伤事
故本身可能存在民事侵权责任与工伤保险责任的竞合，如何
处理二者之间的关系，在《工伤保险条例》中并无明确规定，
学术界和司法实务部门的认识和做法也多有分歧。笔者认为，
界定工伤事故赔偿责任的法律性质是解决上述问题的基本前
提，为此笔者不揣浅陋试对其进行分析，以就教于同行。

（一）我国立法对工伤事故赔偿责任法律性质的认定

我国工伤保险赔偿责任的制度规定，经历了从民事赔偿与工
伤保险赔偿不重复到并行的变化，与此相应对工伤事故赔偿
责任性质的认识，也经过了从单纯保险责任到认可社会保障
与侵权责任双重性质的过程。虽然在早期的立法中对工伤事
故赔偿责任的属性，并无法律上的明确规定，但从《企业职
工工伤保险试行办法》规定中可以推导出处理工伤赔偿关系
兼有民事赔偿关系的原则—不同责任的不重复负担即互相抵
免原则；对并行立法思想的体现，最早见于2002年我国颁布
实施的《xxx职业病防治法》第52条的规定：职业病病人除依
法享有工伤社会保险外，依照有关民事法律，尚有获得赔偿
的权利的，有权向用人单位提出赔偿要求。同年颁布的《安
全生产法》第48条也规定：因生产安全受到损失的从业人员，
除依法享有工伤保险外，依照民事法律尚有获得赔偿的权利
的，有权向本单位提出赔偿要求。但令人遗憾的是，在其后
出台的2004年1月1日起施行的《工伤保险条例》对此却未作
相应明确具体的规定。



（二）对工伤赔偿责任性质认识上的理论分歧

对工伤赔偿责任性质的认识，集中表现在如何处理工伤保险
赔偿与民事侵权赔偿之间的关系问题上。鉴于我国工伤保险
立法的现状，学者们对工伤保险赔偿与侵权赔偿关系认识上
的分歧，主要集中于企业是否应当承担保险赔偿之外的侵权
责任，承担的标准是什么。而对于因第三人过错造成工事故
的，应允许劳动者分别获得工伤保险赔偿和侵权损害赔偿的
权利的看法是一致的，但对于两种赔偿之间是否需要采用共
同项目抵扣的办法进行协调，即是否允许劳动者双重受益仍
有分歧。对于工伤赔偿与民事赔偿的顺序以及是否允许社保
经办机构代位工伤职工求偿等问题也存在不同的观点。笔者
赞同工伤事故具有社会保障和侵权赔偿责任双重属性的看法。

（一）工伤事故赔偿责任首先属于由社会分担的保障责任

界定工伤事故赔偿责任性质的目的，并不仅仅是为了对工伤
事故这一现象给出处理方案，更为重要的是要考察哪一种处
理方案更具有正当性。从工伤事故赔偿制度的发展过程可以
看出，为劳动者提供最大限度的平等保护的追求，一直是该
制度发展的主要推动力。实行工伤保险，正是由雇主承担劳
动关系中法定的安全注意义务要求的必然结果。现代社会的
工伤保险赔偿制度是对雇主过失责任的补充和完善。从这个
意义上说，作为社会发展选择的结果，对工伤事故责任的处
理首先应当强调其社会保障属性，让工伤职工能够“伤有所
养、死有所赔、遗有所慰”，使工伤职工及其亲属及时得到
妥善的救治和普遍救济。工伤保险赔偿标准的法定化以及由
保险基金支付保险赔偿金的做法，使得赔偿结果与具体用人
单位的偿付能力之间不再有关联，从而能够为所有受害劳动
者提供平等的工伤待遇。同时，由社会分担了原本应由用人
单位承担的防范和化解意外风险的责任，有助于推动社会经
济的发展，保证基本的社会公正。而工伤表现赔偿作为一种
社会保障，具有一种较为直接的效应，它可以快速地使受害
人渡过难关。舍弃工伤保险赔偿不用，反而首先追究可能存



在的民事责任，则是一种制度浪费，更是一种低效率的救济
选择。

然而，首先由工伤保险承担对工伤事故的赔偿责任，在于强
调在对工伤事故赔偿纠纷的处理过程中，受害劳动者不享有
对赔偿责任顺序上的选择权。这一点是由工伤保险的强制属
性所决定的。工伤保险赔偿权是劳动者享有的法定的具有类似
“公法”性质的权利，不存在可处分性，不能以协商等方式
放弃或让与。

强调责任分担的顺序，意味着不排斥其他赔偿责任的存在。
工伤保险制度的本质不仅为损失填补，更具有生存权的保障
理念。其中保障功能是第一位的，而补偿功能是次要的，其
补偿标准的整齐划一决定了它并不能等同于赔偿。可以说，
保险“赔偿”掩盖了受害劳动者所受损害的个体差异，在保
障标准相对较低的情况下，其救济能力的不足则更加突出。
禁止可能存在的其他赔偿责任的介入，不利于对劳动者利益
的保护，与我国劳动法的立法宗旨也是相悖的。

（二）工伤事故产生原因的多样性，决定了侵权赔偿责任存
在的可能

“工伤”是劳动者“在工作时间、因工作受到的意外伤害”。
所谓“意外”，是指发生工伤事故的劳动者本身对工伤结果
的出现没有主观故意，但不排除其他人对工伤损害后果存在
过错。当然对于不可抗力或劳动者单方过错（过失）造成的
工伤事故，其赔偿责任由工伤保险独自承担，这是工伤保险
分散工业灾害风险的体现。除此之外，因用人单位过错或用
人单位以外第三人的过错造成工伤事故的，都可能发生侵权
责任的负担问题。如用人单位没有尽到安全注意义务，表现
为安全设备设施不健全、安全生产责任不落实等；或者是用
人单位和劳动者双方都存在过错，如用人单位指挥劳动者冒
险违章作业，劳动者为追求经济效益，而劳动者为更多赚钱
加班加点、疲劳作业；以及由第三人的过错造成工作期间的



劳动者的人身伤害，如上班途中遭遇交通事故等。

在由第三人侵权导致工伤的情况下，若完全以保险责任的承
担来覆盖侵权责任的补偿，因不存在免除侵权人责任的法律
和道德基础而不具有可行性。而当同样的过错发生在用人单
位身上导致工伤事故的，则可以免除其侵权责任，似有对同
一事由因主体差别而有不公平对待的嫌疑。对于事实层面上
存在着的保险责任和侵权责任两种责任，如何在法律上进行
处理，既取决于我们对劳动法与民法关系的认识和定位，也
与工伤保险的范围和保障程度有着密切的联系。

（一）工伤事故侵权赔偿的范围不应限于精神损害赔偿

坚持双重责任制度的情况下，对于劳动者的侵权赔偿请求范
围应如何确定，涉及到劳动者获得双重补偿是否构成不当得
利的问题。目前比较一致看法和实践，更多地倾向于侵权赔
偿应限于精神损害的范围，这是值得商榷的。

作为一种一般规则，所有法律传统都接受“差别原则”，即
必须通过相关利益在侵害发生以前的状态和侵害发生以后的
状态的比较计算侵害赔偿。由于这种计算要求所得利益抵消
所受损失，因而，双重责任原则似乎与受害人不应该因遭受
侵害而获得意外收获这一公认的准则相违背。但我们所讨论
问题是在两个人有不同功能的法域内展开的，不同的责任负
担承载、实现着不同的价值，在立法上没有将价值取向进行
整合之前，不同法律制度之间的重叠适用，是立法都对调整
对象之间利益平衡的结果，不应在执法中予以修正，否则可
能带来对法制统一的破坏。

仅允许劳动者就精神损害提出赔偿，在劳动者实际诉讼能力
有限，而精神损害赔偿额度不高的情况下，除了其宣示意义
外，并不具有太高的价值。而劳动者获得双重赔偿，是以自
身的生命、健康损害为代价的，对于这些无价之权利，赔偿
多少又为之过呢？我们的社会既然允许一个人通过彩票中奖



而牟取巨额利益，为什么一个无辜受害者就不能因为自己遭
受他人不法侵害而获取一笔数额并不太惊人的赔偿金呢？在
让劳动者获得“意外收益”与让侵权行为人逃避法律责任这
间的权衡中，还是应当选择前者。

（二）工伤事故侵权纠纷不应实行举证责任倒置

赋予劳动者对用人单位过错导致工伤事故的侵权赔偿请求权，
是各种因素权衡的结果，在总体制度设计上的倾向性不应影
响具体制度设计遵循一般规则。实行过错责任的归责原则，
是劳动者可以获得工伤事故侵权赔偿的前提，为此，在具体
诉讼中，没有实行举证责任倒置的必要。在工伤保险赔偿先
行的情况下，劳动者就用人单位对工伤事故损害存在过错进
行举证，是诉讼中可能存在的难点，但要求劳动者提出证据
证明伤害事故是用人单位恶意行为，或者证明用人单位放任
事故的发生和扩大，或恶意隐瞒事故、拖延救助而造成劳动
者更为严重伤害的后果等，没有超过一般损害赔偿纠纷的证
明难度。同时，对此类纠纷，还可以借助法律援助制度缓解
劳动者的举证困难，工会帮助作用的加强，也是不可低估的
力量。

相反，如果实行举证责任倒置，则可能引起滥诉等现象，加
大纠纷解决的社会成本，更为严重的是将导致法律适用上的
混乱，出现同类事物的不同处理的后果，有悖公正。毕竟，
劳动者享有获得双重补偿的权利与行使该权利并不是同一概
念，坚持工伤事故赔偿责任的双重属性的目的，也不是要普
遍性地扩张用人单位的义务。

综上所述，工伤事故赔偿责任制度的设计，应当与我国现代
社会的经济、社会、文化、伦理、环境相适应，体现现代社
会对人的权利的全面关怀的价值观。实行工伤事故赔偿的社
会保障和侵权赔偿的双重责任制度，辅之以对中小企业从业
人员采取强制性安全培训措施，让有限的监管力量发挥最大
作用，是符合我国安全生产实际的选择。



公司工伤报告篇四

依照我国《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发生工伤事故应当由用
人单位对劳动者承担工伤保险赔偿责任，这胜伤事故责任的
基本处理方式。但由于工伤事故发生在一个多种社会关系交
错的领域，工伤事故本身可能存在民事侵权责任与工伤保险
责任的竞合，如何处理二者之间的关系，在《工伤保险条例》
中并无明确规定，学术界和司法实务部门的认识和做法也多
有分歧。笔者认为，界定工伤事故赔偿责任的法律性质是解
决上述问题的基本前提，为此笔者不揣浅陋试对其进行分析，
以就教于同行。

一、我国对工伤事故赔偿责任法律性质的态度

（一）我国立法对工伤事故赔偿责任法律性质的认定

我国工伤保险赔偿责任的制度规定，经历了从民事赔偿与工
伤保险赔偿不重复到并行的变化，与此相应对工伤事故赔偿
责任性质的认识，也经过了从单纯保险责任到认可社会保障
与侵权责任双重性质的过程。虽然在早期的立法中对工伤事
故赔偿责任的属性，并无法律上的明确规定，但从《企业职
工工伤保险试行办法》规定中可以推导出处理工伤赔偿关系
兼有民事赔偿关系的原则—不同责任的不重复负担即互相抵
免原则；对并行立法思想的体现，最早见于20xx年我国颁布
实施的《xxx职业病防治法》第52条的规定：职业病病人除依
法享有工伤社会保险外，依照有关民事法律，尚有获得赔偿
的权利的，有权向用人单位提出赔偿要求。同年颁布的《安
全 生产法》第48条也规定：因生产安全 受到损失的从业人
员，除依法享有工伤保险外，依照民事法律尚有获得赔偿的
权利的，有权向本单位提出赔偿要求。但令人遗憾的是，在
其后出台的20xx年1月1日起施行的《工伤保险条例》对此却
未作相应明确具体的规定。

20xx年5月1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关于 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



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2条规定，延续了安全生产
法的立法思路，明确规定因用人单位以外的第三人侵权造成
劳动者人身损害的，劳动者可请求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经
过一段时间的讨论和实践摸索，最高人民在《关于 审理劳动
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续一）》（征求意见稿）
中，对工伤事故赔偿请求权作出以下规定：劳动者在劳动过
程中因用人单位以外的第三人的侵权行为受到伤害，在第三
人承担赔偿责任后，又请求用人单位依法给予工伤保险待遇
的，人民应予支持；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因生产安全事故受
到伤害，或者被诊断患有职业病，已经享受工伤保险待遇后，
又请求用人单位承担精神损害赔偿责任的，人民应予支持。
虽然该征求意见稿并不具有法律效力，但从中我们也能够发
现最高人民在处理工伤事故责任问题上的倾向性，以及为解
决这一立法遗留问题所作的努力。至此，我们有理由相信我
国将采取双重赔偿责任兼得的方式处理工伤事故。

（二）对工伤赔偿责任性质认识上的理论分歧

对工伤赔偿责任性质的认识，集中表现在如何处理工伤保险
赔偿与民事侵权赔偿之间的关系问题上。鉴于我国工伤保险
立法的现状，学者们对工伤保险赔偿与侵权赔偿关系认识上
的分歧，主要集中于企业是否应当承担保险赔偿之外的侵权
责任，承担的标准是什么 。而对于因第三人过错造成工事故
的，应允许劳动者分别获得工伤保险赔偿和侵权损害赔偿的
权利的看法是一致的，但对于两种赔偿之间是否需要采用共
同项目抵扣的办法进行协调，即是否允许劳动者双重受益仍
有分歧。对于工伤赔偿与民事赔偿的顺序以及是否允许社保
经办机构代位工伤职工求偿等问题也存在不同的观点。笔者
赞同工伤事故具有社会保障和侵权赔偿责任双重属性的看法。

二、工伤事故赔偿责任双重性质的理论分析

（一）工伤事故赔偿责任首先属于由社会分担的保障责任



界定工伤事故赔偿责任性质的目的，并不仅仅是为了对工伤
事故这一现象给出处理方案，更为重要的是要考察哪一种处
理方案更具有正当性。从工伤事故赔偿制度的发展过程可以
看出，为劳动者提供最限度的平等保护的追求，一直是该制
度发展的主要推动力。实行工伤保险，正是由雇主承担劳动
关系中法定的安全注意义务要求的必然结果。现代社会的工
伤保险赔偿制度是对雇主过失责任的补充和完善。从这个意
义上说，作为社会发展选择的结果，对工伤事故责任的处理
首先应当强调其社会保障属性，让工伤职工能够“伤有所养、
死有所赔、遗有所慰”，使工伤职工及其亲属及时得到妥善
的救治和普遍救济。工伤保险赔偿标准的法定化以及由保险
基金支付保险赔偿金的做法，使得赔偿结果与具体用人单位
的偿付能力之间不再有关联，从而能够为所有受害劳动者提
供平等的工伤待遇。同时，由社会分担了原本应由用人单位
承担的防范和化解意外风险的责任，有助于推动社会经济的
发展，保证基本的社会公正。而工伤表现赔偿作为一种社会
保障，具有一种较为直接的效应，它可以快速地使受害人渡
过难关。舍弃工伤保险赔偿不用，而首先追究可能存在的民
事责任，则是一种制度浪费，更是一种低效率的救济选择。

然而，首先由工伤保险承担对工伤事故的赔偿责任，在于强
调在对工伤事故赔偿纠纷的处理过程中，受害劳动者不享有
对赔偿责任顺序上的选择权。这一点是由工伤保险的强制属
性所决定的。工伤保险赔偿权是劳动者享有的法定的具有类似
“公法”性质的权利，不存在可处分性，不能以协商等方式
放弃或让与。

强调责任分担的顺序，意味着不排斥其他 赔偿责任的存在。
工伤保险制度的本质不仅为损失填补，更具有生存权的保障
理念。其中保障功能是第一位的，而补偿功能是次要的，其
补偿标准的整齐划一决定了它并不能等同于赔偿。可以说，
保险“赔偿”掩盖了受害劳动者所受损害的个体差异，在保
障标准相对较低的情况下，其救济能力的不足则更加突出。
禁止可能存在的其他 赔偿责任的介入，不利于对劳动者利益



的保护，与我国劳动法的立法宗旨也是相悖的。

（二）工伤事故产生原因的多样性，决定了侵权赔偿责任存
在的可能

“工伤”是劳动者“在工作时间、因工作受到的意外伤害”。
所谓“意外”，是指发生工伤事故的劳动者本身对工伤结果
的出现没有主观故意，但不排除其他人对工伤损害后果存在
过错。当然对于不可抗力或劳动者单方过错（过失）造成的
工伤事故，其赔偿责任由工伤保险自承担，这胜伤保险分散
工业灾害风险的体现。除此之外，因用人单位过错或用人单
位以外第三人的过错造成工伤事故的，都可能发生侵权责任
的负担问题。如用人单位没有尽到安全注意义务，表现为安
全设备设施不健全、安全生产责任不落实等；或者是用人单
位和劳动者双方都存在过错，如用人单位指挥劳动者冒险违
章作业，劳动者为追求经济效益，而劳动者为更多赚钱加班
加点、疲劳作业；以及由第三人的过错造成工作期间的劳动
者的人身伤害，如上班途中遭遇交通事故等。

公司工伤报告篇五

写

员工因公负伤可写工伤证明，让公司承担相应的责任。那么
要为员工的工伤事实写一个证明该如何写呢？下面是为大家
整理的员工工伤的证明范文，仅供大家参考。

证明

我公司员工 ____________在__________月__________
号__________左右，在下班回家的路上，路经__________的
地方，过一阴井时被下陷的阴井盖绊倒，从自行车上摔下致
使锁骨、肋骨骨折，脸部重伤，特此证明。



xx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证 明

xxx，性别，xx岁(身份证号：xxxxxxxxxxxxxxx)，系xxxxxxxxx有
限公司员工。在岗期间，于20xx年x月xx日在办公楼内消防通
道检修设备时，不慎滑落跌倒，于当日x时x份送往临沂市人
民医院治疗，确诊为颅骨骨折。

特此证明。

xxxxx有限公司

20xx年x月x日

—：

兹有我司促销员___________,身份证号
码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该员工为我司新员工，
入职日期_______年_____月_________.

我司已按照国家规定给该员工办理保险，其中包括工伤保险，
在此期间，促销员若在贵商场发生工伤情况，一切责任由我
司负责，特此证明!

供应商(盖章)

年 月 日 员工工伤管理规定

的

为了规范工伤申报及费用报销程序，控制工伤事故率，降低



公司成本，并使工伤管理有依可循，特制定本标准。

本标准适用于与公司签到劳动用工合同的每位员工。

企业工伤是指企业员工在工作中造成职业病、负伤、致残和
死亡的。

董事长负责全面领导公司工伤管理工作。

理工作。

。采取有效的措施控制工伤事故率。

\"出差申批表\"或者能证明因工外出的原始证明材料及其外
出期间工作原因证明材料。

属于从事抢险、救灾、救人等维护国家利益、公共利益的活
动中受到伤害的，需提交单位或者县级政府民政部门、xxx门
出具的相关证明;旧伤复发后医院的诊断证明和劳动鉴定委员
会的鉴定结论8、工伤事故报销管理 人力资源部负责将工伤
报销材料提报给工伤保险部门。

分由公司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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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x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兹有我公司伐木工人张xx，男，身份证号
码：53272619900202xxxx，于20xx年2月20日18时40分左右在
我公司镇沅县恩乐镇民江村民委员会上中坡组等色丫口伐区
伐木时，一根已经被砍倒的树突然从背后滑下，不慎打在其
腰背。事故发生后其工友熊安华、王安华、鲁永等人立即叫
了伐木运输将其送往镇沅县人民医院进行救治。后经诊断



为l4椎体棘突开放性骨折。由于该工人在我公司伐区正常上
班时间内进行伐木作业而受到伤害，我公司认为该事故属于
工伤。

特此证明

xx木业有限公司

二〇xx年三月十八日

本人***和工友***在*年*月* 日上午*点多，亲眼看到当事
人***在*********作业时，不慎被掉下来的钢筋戳伤头部，
安全帽被戳穿，造成脑部损伤，随即被我们两人送往医院进
行救治。

特此证明!

证明人：

日期：

本人陆xx和工友xx，是当事人刘培培的工友，在20xx年10月12
日晚上八点多，刘xx在公司绕城广告设施建设工程现场仓库
进行装卸作业时，我们看见刘xx不慎被物资压伤他的左手食
指，造成裂伤，我们亲自去帮扶，13号和刘伟一起把他送到
党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进行包扎，由于伤情有些严重，14号
又一起将他送往萧山区第二人民医院进行治疗。

特此证明!

证明人：

日期：



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盖章：

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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