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授权委托书(模
板5篇)

范文为教学中作为模范的文章，也常常用来指写作的模板。
常常用于文秘写作的参考，也可以作为演讲材料编写前的参
考。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文很难写？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收集
的优秀范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
友。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授权委托书篇一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十六条、第三十七条和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1]第九十九条，以及《最高
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2]第
一百三十八条、第一百三下九条、第一百四十条、第一百四
十一条、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如
下：

第一条因人身权利受到犯罪侵犯而遭受物质损失或者财物被
犯罪分子毁坏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

对于被害人因犯罪行为遭受精神损失而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
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第二条被害人因犯罪行为遭受的物质损失，是指被害人因犯
罪行为已经遭受的实际损失和必然遭受的损失。

第三条被告人非法占有、处置被害人财产的，应当依法予以
追缴或者责令退赔。被害人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
不予受理。追缴、退赔的情况，可以作为量刑情节考虑。

第四条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行使职权时，侵犯他人人身、财
产权利构成犯罪，被害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提起附



带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但应当告知其可以依法
申请国家赔偿。

第五条国家财产、集体财产遭受损失，受损失的单位未提起
附带民事诉讼，人民检察院在提起公诉时提起附带民事诉讼
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

第六条人民法院审理附带民事诉讼案件，依法判决后，查明
被告人确实没有财产可供执行的，应当裁定中止或者终结执
行。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授权委托书篇二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是为提高诉讼效率、节省司法资源而
设立的，在设立之后，在司法实践中对缓解民事案件压力也
确实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是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刑事附
带民事诉讼制度的弊端慢慢的凸显出来，尤其是对刑事附带
民事诉讼的赔偿范围，我国法律规定的过于狭窄，无法充分
保护刑事案件被害人的合法民事权益，也引发了一些新的社
会矛盾。因而，对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范围，必须进行
改革，维护司法公正，保护被害人的合法权利。一、我国刑
事法律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赔偿范围的规定和存在的问题
（一）刑事法律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范围的规定1.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十六条第一款规定：“由于犯
罪行为而使被害人遭受经济损失的，对犯罪分子除依法给予
刑事处罚外，并应根据情况判处赔偿经济损失。”2.《中华
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九十九条规定：“被害人由于被
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有权
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被害人死亡或者丧失行为能力的，被害
人的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如果是国
家财产、集体财产遭受损失的，人民检察院在提起公诉的时
候，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
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第一条规定：“因人身权利
受到犯罪侵犯而遭受物质损失或者财物被犯罪分子毁坏而遭



受物质损失的，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对于被害人因犯罪
行为遭受精神损失而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
理。”第二条规定：“被害人因犯罪行为遭受的物质损失，
是指被害人因犯罪行为已经遭受的实际损失和必然遭受的损
失。”5.《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是否受理刑事案件被
害人提起精神损害赔偿民事诉讼问题的批复》规定：“根据
刑法第三十六条和刑事诉讼法第七十七条以及我院《关于刑
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第二款的规定，对
于刑事案件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精神损失提
起的附带民事诉讼，或者在该刑事案件审结以后，被害人另
行提起精神损害赔偿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二）现行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赔偿范围存在的问题1.刑事附
带民事诉讼赔偿范围未明确是否包括间接物质损失。《最高
人民法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第二条将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范围明确限定在“被害人因犯罪行
为已经遭受的实际损失和必然遭受的损失。”这就产生了一
个问题，这里的`实际损失和必然遭受的损失是否包括间接损
失？相关司法解释并未明确予以规定。2.刑事附带民事诉讼
的赔偿范围不能涵盖被害人遭受的所有物质损失。根据《最
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第二条
的规定，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范围仅包括因人身权利受
到侵犯而遭受的物质损失或者财物被犯罪分子毁坏而遭受的
物质损失，而不包括盗窃、诈骗、抢劫、贪污等侵犯财产罪
等非财物损坏案件，对该类案件的解决，该解释第五条规定：
“犯罪分子非法占有、处置被害人财产而使其遭受物质损失
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被追缴、退
赔的情况，人民法院可以作为量刑情节予以考虑。经过追缴
或者退赔仍不能弥补损失，被害人向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另
行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可以受理。”根据上述规定，
对于不同的类型的物质损失需要适用不同的诉讼模式，这样
的规定既无必要，又为被害人保护自己的民事权利增加了难
度。3.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范畴将精神损害赔偿排队在
外。精神遭受损害获得司法救济是我国公民的一项重要民事
权利，但从刑法和刑诉法到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均将精



神损害赔偿排除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赔偿范围之外，同时，
又未规定被害人可以单独就精神损害赔偿提起民事诉讼。这
显然是无视刑事案件被害人的合法民事权利，是对司法公正
的破坏。二、完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赔偿范围的建议（一）
将被害人因犯罪行为造成的间接损失应纳入到刑事附带民事
诉讼赔偿范围就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赔偿范围是否包括间接物
质损失问题，实践中有两种完全相反的观点，一种是认为已
经遭受和必然遭受的损失即为直接损失，而间接损失是可能
遭受的损失，故而不予以赔偿；另一种观点认为已经遭受的
实际损失为直接损失，必然遭受的损失为间接损失。笔者同
意第二种观点，如果赔偿范围中不包括间接损失，那么就完
全没有必要规定“已经遭受的实际损失和必然遭受的损失”，
完全可以用“因犯罪行为遭受的直接损失”了。因此，为平
息理论界的争论和实务界的困惑，对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
赔偿范围包括间接经济损失应当以立法的方式明确下来，实
践操作中便有章可循。同时更应进一步明确其中所包含的项
目及计算的标准，防止实践中法官判案自由裁量权过大，损
害当事人利益的现象出现。（二）侵犯财产罪等非财物损坏
案件造成的损失应纳入到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赔偿范围被害人
因同一犯罪行为遭受了不同的损失，却只能通过不同的诉讼
程序要求赔偿，这会造成如下问题：一是民事案件审理周期
较长，会增加被害人的诉累；二是提起民事诉讼要交纳诉讼
费，而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不需要，这会增加被害人的经济负
担；三是同一犯罪行为造成的后果两次审理，浪费了司法资
源；四是提起民事诉讼的时候，刑事判决已经生效，如果被
告人同时被判处罚金或没收财产，被告人可能再无其他财产，
这会影响被害人民事判决的执行，而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
对被害人的损害赔偿优于罚金或没收财产执行，能够保证被
害人及时得到赔偿。这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程序的设立就是
为了提高诉讼效率、节省司法资源、减少当事人诉累的初衷
相违背，同时也与《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不一致。《刑事诉
讼法》规定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范围是因被告人的犯
罪行为而遭受的物质损失，并没有区分侵犯人身权利犯罪和
侵犯财产权利犯罪，只要是因犯罪行为而遭受的物质损失都



可以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因此，为保证法律的统一性，
应当将侵犯财产罪造成的经济损失纳入到刑事附带民事诉讼
的赔偿范围。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授权委托书篇三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成立条件有哪些?下面是本站小编根据刑
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成立条件有哪些这个问题整理了相关的资
料，供你参考。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是指司法机关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在解决
被告人刑事责任的同时，附带解决因被告人的犯罪行为所造
成的物质损失的赔偿问题而进行的诉讼活动。 刑事诉讼法
第77条规定，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
的，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如果是国
家、集体财产遭受损失的，人民检察院在提起公诉的时候，
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人民法院在必要的时候，可以查封
或者扣押被告人的财产。

根据有关法理以及立法和司法解释的规定，附带民事诉讼的
成立必须符合以下条件：

(一)成立的前提是刑事诉讼已经成立。附带民事诉讼是由刑
事诉讼所追究的犯罪行为引起的，是在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
的同时，附带追究其应承担的民事赔偿责任。因此，附带民
事诉讼必须以刑事诉讼的成立为前提，如果刑事诉讼不成立，
附带民事诉讼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被害人就应当提起独立
的民事诉讼，而不能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此外，如果刑事诉
讼程序尚未启动，或者刑事诉讼程序已经结束，被害人也只
能提起独立的民事诉讼，而不能提起附带民事诉讼。

(二)被害人遭受的必须是物质损失。对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
范围，根据中国刑法和刑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事诉讼法的规定，



均限定为物质方面的损失。但法律在不同场合表述又有所不
同。刑事诉讼法第77第1款规定：“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
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用的是“物质损失”;同条第2
款规定：“如果是国家财产、集体财产遭受损失的……”用
的是“财产损失”;刑法第36条第1款规定：“由于犯罪行为
而使被害人遭受经济损失的，对犯罪分子除依法给予刑事处
罚外，并应根据情况判处赔偿经济损失。”用的是“经济损
失”。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可以理解为在附带民事诉讼赔偿
范围问题上，物质损失、财产损失、经济损失三词同义，逻
辑上属于同一概念。尽管在其他场合，三者的内涵并不完全
相同。

关于附带民事诉讼应否包括精神赔偿问题，许多国家都经历
了一个由不承认到承认的发展过程。随着人们对精神损害认
识观念的变化，越来越多的国家将精神损害纳入附带民事诉
讼的赔偿范围。

中国法学界对于附带民事诉讼是否应包括精神赔偿也存在不
同的看法。有人主张，按照民法通则的规定，附带民事诉讼
应包括精神损害赔偿。理由主要是，1979年颁布刑法和刑事
诉讼法时，民事损害赔偿的理论与实践都没有扩大到精神损
害赔偿，因此，刑法和刑事诉讼法将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范
围限定为物质损害是有道理的。1982年民法通则通过后，中
国请求民事侵权赔偿的范围已扩大到侵害人身权。侵害人身
权包括侵害公民的生命健康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等。
由于附带民事诉讼在性质上属于民事诉讼，在程序上应当受
民事实体法的调整，因此，民法通则的有关规定在附带民事
诉讼中应同样适用。

应该承认，这种观点是有道理的，也代表了附带民事诉讼赔
偿范围的一般发展趋势。但中国在1996年修正刑事诉讼法时，
考虑到司法实践的具体情况，没有对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范
围作出修改。因此，在现阶段，根据法律的明确规定和有关
司法解释，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范围仍限于因被告人的犯罪



行为造成的物质损失。最高人民法院20xx年12月4日发布的
《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第1条第1款明确
规定：因人身权利受到犯罪侵犯而遭受物质损失或者财物被
犯罪分子毁坏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
第2款进一步规定：对于被害人因犯罪行为遭受的精神损失而
提起的附带民事诉讼，人民法院不予受理。最高人民法
院20xx年7月11日发布的《关于人民法院是否受理刑事案件被
害人提起精神损害赔偿民事诉讼问题的批复》明确规定，对
于刑事案件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精神损失提
起的附带民事诉讼，或者在该刑事案件审结以后，被害人另
行提起精神损害赔偿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都不予受理。

(三)被害人的物质损失是因被告人的犯罪行为引起的。对这
一条件的理解要注意两点：

1、这里的犯罪行为是指被告人在刑事诉讼过程中被指控的犯
罪行为，而不要求是人民法院以生效裁判确定构成犯罪的行
为。只要行为人被公安司法机关进行刑事追诉，因其行为遭
受损失的人就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即使被告人的行为最
终没有被人民法院以生效裁判确定为实体意义上的犯罪行为，
也不影响附带民事诉讼的提起和进行。最高人民法院《解释》
第101条规定：人民法院认为公诉案件被告人的行为不构成犯
罪的，对已经提起的附带民事诉讼，经调解不能达成协议的，
应当一并作出刑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事附带民事判决。

2、被害人受到的物质损失必须是因被告人对其人身权利进行
侵害的过程中产生的实际损失。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
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的规定;;第一条。第五条之规定被告人
以非法占有、处置被害人财产而使其遭受的物质损失，不属
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受案范围。常见的如诈骗罪，又如抢
劫过程中的被抢财物。这是因为无论是诈骗罪中被骗的财物
价值，还是抢劫罪中被抢的财物价值，均已经过价值鉴定，
在刑事审判过程中都是明确、可知的，无需经过审理程序即
可判定。而因人身权利遭受到的损失，例如故意伤害造成的



人身损害、抢劫罪过程中造成的人身损害或财物损失(这里指
由于暴力行为造成的损失，例如衣服扯破等等)，则需要经过
审理才能判定赔偿数额。前述无需经过审理的物质损失，合
议庭在判决时应当依法予以追缴或责令退赔，该份判决生效
后可以作为执行依据，无需被害人走其他诉讼途径，可以说
是节省了诉讼资源。

3、被害人遭受的物质损失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之间必须存在
因果关系。换言之，被害人遭受的物质损失是由被告人的犯
罪行为引起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
问题的规定》第2条规定：被害人因犯罪行为遭受的物质损失，
是指被害人因犯罪行为已经遭受的实际损失和必然遭受的损
失。据此，犯罪行为造成的物质损失，既包括犯罪行为已经
给被害人造成的物质损失，例如，犯罪分子作案时破坏的门
窗、车辆、物品，被害人的医疗费、营养费等，这种损失又
称积极损失;此外还包括被害人将来必然遭受的物质利益的损
失，例如，因伤残减少的劳动收入、今后继续医疗的费用、
被毁坏的丰收在望的庄稼等，这种损失又称消极损失。但是，
被害人应当获得赔偿的损失不包括今后可能得到的或通过努
力才能争得的物质利益，比如超产奖、发明奖、加班费等。
至于在犯罪过程中因被害人自己的过错造成的损失，则不应
由被告人承担。此外，因民事上的债权债务关系纠纷而引起
的刑事犯罪，不能在刑事诉讼过程中解决，也不能就刑事犯
罪之前的债权债务问题提起附带民事诉讼。

以上是本站小编分享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成立条件，有帮
助到你吗?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授权委托书篇四

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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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条规定，医疗费根据医疗机构出具的
医药费、住院费等收款凭证，结合病历和诊断证明等相关证



据确定。赔偿义务人对治疗的必要性有异议的，应当承担相
应的举证责任。

医疗费的赔偿数额，按照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实际发生的数
额确定。器官功能恢复训练所必要的康复费、适当的整容费
以及其他后续治疗费，赔偿权利人可以待实际发生后另行起
诉。但根据医疗证明或者鉴定结论确定必然要发生的费用，
可以与已经发生的医疗费一并予以赔偿。

2、误工费

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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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条规定：

误工费根据受害人的误工时间和收入状况确定。

误工时间根据受害人接受治疗的医疗机构出具的证明确定。
受害人因伤残持续误工的，误工时间可以计算至定残日前一
天。

受害人有固定收入的，误工费按照实际减少的收入计算。受
害人无固定收入的，按照起最近三年的平均收入计算;受害人
不能举证证明其最近三年的平均收入状况的，可以参照受诉
法院所在地相同或者相近行业上一年度职工的平均工资计算。

3、护理费

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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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条规定

护理费根据护理人员的收入状况和护理人数、护理期限确定。

护理人员有收入的，参照误工费的规定计算，护理人员没有
收入或者雇佣护工的，参照当地护工从事同等级别护理的劳



动报酬标准计算。护理人员原则上为一人，但医疗机构或者
鉴定机构有明确意见的，可以参照确定护理人员人数。

护理期限应计算至受害人恢复生活自理能力时为止。受害人
因残疾不能恢复生活自理能力的，可以根据其年龄、健康状
况等因素确定合理的护理期限，但最长不超过二十年。

受害人定残后的护理，应当根据其护理依赖程度并结合配置
残疾辅助器具的情况确定护理级别。

4、交通费

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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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条规定：“交通费根据受害人及其
必要的陪护人员因就医或者转院治疗实际发生的费用计算。
交通费应当以正式票据为凭;有关凭据应当与就医地点、时间、
人数、次数相符合。(就诊、转诊、购费、购辅助残具、参加
丧葬)

5、住宿费

外地就医、配置残疾辅助器具、伤残、死亡亲属参加交通事
故处理、办理丧葬事宜等费用

住宿费=国家机关一般工作人员出差住宿标准*住宿天数(40
元/天)

6、伙食补助费

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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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条规定，住院伙食补助费可以根据
当地国家机关一般工作人员的出差伙食补助标准予以确定。

受害人确有必要到外地治疗的，因客观原因不能住院，受害



人本人极其陪护人员实际发生的住宿费和伙食费，其合理部
分应予赔偿。

7、营养费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
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规定，营养费根据受害人伤残情况参
照医疗机构的意见确定。

8、鉴定费

1、交通事故伤残指因道路交通事故损伤所致的人体残疾。包
括：精神的、生理功能的和解剖结构的异常及其导致的生活、
工作和社会活动能力不同程度丧失。

伤残鉴定是在治疗终止后根据当事人康复后身体状况进行评
定进行的。

2、伤残鉴定的等级主要依据是交警指定鉴定医院的检验报告，
康复后情况你没说，不好给你意见。

9、残疾赔偿金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案
件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五条规定，残疾赔偿金根据受害
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或者伤残等级，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
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
准，自定残之日起按二十年计算。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
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

受害人因伤残但实际收入没有减少，或者伤残等级较轻但造
成职业妨害严重影响其劳动就业的，可以对残疾赔偿金作相
应的调整。



10、残疾辅助器具费

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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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七条规定

残疾辅助器具费按照普通适用器具的合理费用标准计算。伤
情有特殊需求的，可以参照辅助器具配置机构的意见确定响
应的合理费用标准。

辅助器具的更换周期和赔偿期限参照配置机构的意见确定。

11、丧葬费

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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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七条规定的丧葬费按照受诉法院所在
地上一年度职工平均工资标准，以六个月总额计算。

12、被扶养人生活费

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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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八条规定被扶养人生活费根据扶养人
丧失劳动能力的程度，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
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和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标准计算。
被扶养人为未成年人的，计算至十八周岁;被扶养人无劳动能
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计算二十年。但六十周岁以上的，
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

被扶养人是指受害人依法应当承担扶养义务的未成年人或者
丧失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成年近亲属。被扶养人还
有其他扶养人的，赔偿义务人只赔偿受害人依法应当承担的
部分。被扶养人有数人的，年赔偿总额不超过上一年度城镇
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额或者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额。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若



干问题的解释》第四条规定，人民法院适用侵权责任法审理
民事纠纷案件，如受害人有被抚养人的，应当依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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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八条的规定，将被抚养人生活费计入残疾赔偿金或死
亡赔偿金。因此，被抚养人生活费这部分不另外计算。

13、死亡赔偿金

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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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九条规定的死亡赔偿金按照受诉法院
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
入标准，按二十年计算。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
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

14、精神损害抚慰金

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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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条规定，受害人或者死者近亲属遭受
精神损害，赔偿权利人向人民法院请求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
的，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
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予以确定。

15、律师费

根据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下发《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
损害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的通知(沪高法民一[]21号)，
在相关赔偿责任确立后，如何正确把握赔偿范围，是侵权赔
偿的司法难点之一。我们认为，可诉求赔偿的损失包括直接
损失和间接损失(可得利益损失)。根据现有法律规范、最高
院司法解释精神和司法实践经验，对由事故引起的人身、财
产损失均应适用全部赔偿原则，即赔偿范围依据损失范围合
理规定，考量当事人提出的损失是否已实际发生，且为必须
合理。



当事人请求赔偿为处理事故产生的费用(如交通费、误工费、
取证费、律师费等)的，若该费用已实际发生，且为必须合理，
可予支持。

[道路交通事故赔偿范围]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授权委托书篇五

(7)劳动能力鉴定

劳动能力鉴定，是指劳动者因工负伤或非因工负伤以及疾病
等原因，导致本人劳动与生活能力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由
劳动能力鉴定机构根据用人单位、职工本人或者亲属的申请，
组织劳动能力鉴定医学专家，根据国家制定的标准，运用劳
动保障的有关政策，运用医学科学技术的方法和手段，确定
劳动者劳动功能障碍程度和生活自理障碍程度的一种综合评
定的制度。

(8)在什么情况

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二十一条的规定，职工发生工伤，
经治疗伤情相对稳定后存在残疾、影响劳动能力的，应当进
行劳动能力鉴定。

(9)谁有权

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二十三条的规定，劳动能力鉴定由
用人单位、工伤职工或者其近亲属向设区的市级劳动能力鉴
定委员会提出申请，并提供工伤认定决定和职工工伤医疗的
有关资料。

(10)鉴定应按照标准

劳动能力鉴定的标准是劳动能力鉴定时所依据的的尺度，是



确定工伤职工伤残等级的标准，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的有
关规定，劳动能力鉴定标准由国务院社会保险行政部门会同
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等部门制定。中国目前实施的工伤职工
劳动能力鉴定标准是国家发布的《职工工伤与职业病致残程
度鉴定》(gb/t16180-)，这是工伤鉴定的国家标准，标准共分十
级，其中，符合标准一级至四级的为全部丧失劳动能力，五
级至六级的为大部分丧失劳动能力，七级至十级的为部分丧
失劳动能力。对于职工非因工伤残或因病丧失劳动能力后的
劳动能力鉴定，是以《职工非因工伤残或因病丧失劳动能力
程度鉴定标准(试行)》(劳社部发〔〕8号)作为劳动能力鉴定
的标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