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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工伤赔偿纠纷的重点与难点在于证据的取得与保存，具体而言，主要涉及证明劳动关系的证据、
证明工伤事故经过的证据以及证明事故伤害情况的证据三方面，其中以劳动关系的证据问题最为突出
。
因此，在工伤认定环节，充分做足证据工作对于劳动者维权意义尤为重要。
《工伤保险条例释解、取证与维权妙计》在厘清工伤赔偿纠纷流程与计算标准的基础上，着重针对不
同行业工伤赔偿取证做了细致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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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朱茂林，北京以贤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北京义联劳动法援助与研究中心副主任，毕业于首都师范大学
政法学院，获硕士学位，长期从事劳动政法实务与研究工作。
从业以来，共代理过数百件劳动争议案件，其中有多起工伤赔偿案件在全国有较大影响，如被《检查
日报》整版特稿报道的“自杀”职工工厂某工伤认定案。
代理案件的同时，先后为多家用人单位或政府部门提供劳动法以及工伤、职业病事件的顾问工作，积
极协助用人单位或争睹部门妥善解决争议纠纷，如为河北某县政府提供专项法律顾问及协助县政府妥
善处理数百职业病上访案件。
在总结实务经验的基础上，积极开展实务研究工作，先后参与《社会保险法》、《工伤保险条例》、
《职业病防治法》的制定与修改工作，并编写《工伤保险15问》、《劳动合同法疑难案例解析》、《
五险一金实务精解—养老保险实务精解》、《外商投资企业人力资源法务全解》等多部实务著作，另
在《半月谈》、《职业》、《现代职业安全》等期刊杂志上发表专业文章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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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第三人暴力伤害的取证
4.境外劳务派遣期间工伤的取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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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工伤待遇的取证技巧与维权妙计
1.有关劳动能力鉴定的证据要求及取证技巧
2.有关本人工资的证据要求及取证技巧
3.有关停工留薪期待遇的证据要求及取证技巧
4.有关停工留薪期间护理费的证据要求及取证技巧
5.有关交通费、住宿费的证据要求及取证技巧
6.有关一次性伤残补助金的证据要求及取证技巧
7.有关伤残津贴的证据要求及取证技巧
8.有关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和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的证据要求及取证技巧
9.有关生活护理费的证据要求及取证技巧
10.有关丧葬补助费的证据要求及取证技巧
11.有关一次性工亡补助金的证据要求及取证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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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工伤事故赔偿相关法律文书
工伤认定申请表
工伤认定申请告知书
劳动能力鉴定、确认申请表
职工工伤待遇审批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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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讼费用缓交申请书
强制执行申请书
先予执行申请书
行政诉讼起诉状
行政复议申请书
第五章 工伤事故赔偿操作示意图
劳动能力鉴定操作指南示意图
工伤实用赔偿流程图
工伤待遇确定操作流程示意图
附录 相关法律、法规、规章与司法解释
工伤保险条例
（2010年12月20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
（2010年10月28日）
非法用工单位伤亡人员一次性赔偿办法
（20lO年12月31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节录）
（2009年8月27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
（2007年6月29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节录）
（2009年8月27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节录）
（2011年12月31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
（2007年12月29日）
法律援助条例
（2003年7月21日）
违反《劳动法》有关劳动合同规定的赔偿办法
（1995年5月10日）
违反和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办法
（1994年12月3日）
因工死亡职工供养亲属范围规定
（2003年9月23日）
职业病诊断与鉴定管理办法
（2002年3月28日）
劳动能力鉴定职工工伤与职业病致残等级
（2006年11月2日）
职业病目录
（2002年4月18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解除劳动合同的劳动争议仲裁申请期限应当如何起算问题的批复
（2004年7月26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的复议仲裁决定书可否作为执行依据问题的批复
（1996年7月21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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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12月21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对经劳动争议仲裁裁决的纠纷准予撤诉或驳回起诉后劳动争议仲裁裁决从
何时起生效的解释
（2000年7月10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2001年4月16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劳动争议仲裁程序中能否适用先予执行的函
（1994年8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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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3.通过公证机关的公证行为取证。
根据《公证法》第十一条的规定，公证机关可以办理证据保全的公证事项，劳动者在遭遇取证困境时
，可向公证机关申请保全证据的公证，保全的形式包括对谈判行为进行公证、对录音录像过程进行公
证等。
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经过法定程序公证证明的法律行为、法律事实和文书，人民法院应当作
为认定事实的根据。
 【维权妙计】 劳动关系与劳务关系的区别。
 对于劳动关系与劳务关系区别的争议主要集中在事实劳动关系和劳务关系的区分上。
 劳动法中所称的劳动关系（事实劳动关系），是指机关、企业、事业、社会团体、个体经济组织（统
称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依照劳动法的规定，签订劳动合同，使劳动者成为用人单位的成员，接
受用人单位的管理，从事用人单位指定的工作，并获取劳动报酬和劳动保护所产生的法律关系。
事实劳动关系是指用人单位与劳动者虽没有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但双方实际履行了劳动法所规定的劳
动权利义务而形成的劳动关系。
事实劳动关系与劳动关系相比，欠缺的仅仅是订立书面劳动合同这一形式要件。
用人单位的固定工、合同工、临时工与用人单位之间的关系，一般都符合上述特征，均属于劳动关系
。
 劳务关系是指劳动者为被服务对象提供特定的劳动服务，被服务方依约支付报酬所产生的法律关系。
其特点是双方为平等主体，提供的劳动内容具有特定性，双方按约定行使权利承担义务，一般不存在
从属关系。
例如，家庭的钟点工，病人的临时护理工，单位或者个人因特定需要雇请的搬运、装卸、挖掘、装修
工等。
 事实劳动关系与劳务关系的区别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事实劳动关系当事人之间的关系
较为稳定，反映的是一种持续性的生产要素结合关系，而劳务关系当事人之间体现的是一种即时清结
关系。
 第二，事实劳动关系的当事人之间存在从属关系，而劳务关系当事人之间不存在从属关系。
事实劳动关系双方当事人有形成管理与被管理、支配与被支配的社会关系，而劳务关系中提供劳务的
一方并不是需要方的成员，而是按照双方约定的劳动内容从事劳动。
虽然劳务的需方有督促劳务提供者按约定劳动的权利，但这应属于对劳务质量的验收，而不是管理行
为。
同样，劳务提供者也有督促被服务对象按约付酬的权利。
 第三，事实劳动关系中的主体一方必定是劳动者，另一方是用人单位，而劳务关系则可以双方都是单
位或个人，或者一方是单位、另一方是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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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工伤保险条例释解、取证与维权妙计》适合大众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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