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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人社规〔2022〕7 号

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
关于执行工伤保险有关政策的意见

各设区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昆山市、泰兴市、沭阳县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为贯彻实施《工伤保险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和《江

苏省实施〈工伤保险条例〉办法》（以下简称《实施办法》），

妥善解决工伤保险工作中的突出问题，进一步提升工伤保险省级

统筹水平，现结合我省实际，对有关问题提出如下处理意见，请

认真贯彻执行。

一、关于工伤认定方面的问题

（一）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对能初步证明职工与用人单位存在

劳动人事关系或者符合其他申请条件的工伤认定申请，应予受

理。

（二）在校学生在用人单位实习期间发生伤亡事故申请工伤

认定的，社会保险行政部门不予受理，但已经按照有关规定参加

工伤保险或者与用人单位形成劳动人事关系的除外。

（三）职工劳动合同约定的工作时间或者用人单位规定的工

作时间以及加班加点的工作时间，均视为工作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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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用人单位能够对从事日常生产经营活动进行有效管理

的区域，职工为完成某项特定工作所涉及的单位以外的相关区

域，以及职工因工作来往于多个与其工作职责相关的工作场所之

间的合理区域，均视为工作场所。

（五）职工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从事生产经营活动

直接遭受的事故伤害，以及在工作过程中职工临时解决合理必需

的生理需要时由于不安全因素遭受的意外伤害，均视为工作原

因。

用人单位安排或者组织职工参加文体活动，视为工作原因。

用人单位以工作名义安排或者组织职工参加餐饮、旅游观光、休

闲娱乐等活动，或者从事与本人、他人私利有关的活动，不作为

工作原因。职工因工外出期间从事与工作职责无关的活动受到伤

害的，不作为工作原因。

（六）职工在上班前和下班后的一段合理时间内，搬运、清

洗、准备、整理、维修、堆放或收拾其工具和工作服，或者根据

法律法规、行业操作规程、用人单位规章制度规定，为完成工作

所作的其他准备或者后续事务，视为预备性或者收尾性工作。

（七）职工由于履行工作职责而受到暴力等伤害，该暴力等

伤害应与履行工作职责具有直接因果关系。

（八）职工受用人单位指派或者根据工作岗位性质要求自行

到工作场所以外从事与工作职责有关活动的期间，视为因工外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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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间。

（九）下列情形可视为“上下班途中”：1.在合理时间内往

返于工作地与经常居住地之间合理路线的上下班途中；2.在合理

时间内往返于工作地与配偶、父母、子女居住地的合理路线的上

下班途中；3.从事属于日常工作生活所必需的活动，且在合理时

间和合理路线的上下班途中；4.在合理时间内其他合理路线的上

下班途中。

（十）《条例》第十五条规定的“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

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 48 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按照“职

工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上突发疾病于工作场所内死亡或者从

工作场所直接送医抢救无效死亡”进行把握。“48 小时”的起

算时间，以医疗机构的初次诊断时间作为突发疾病的起算时间。

（十一）“下落不明”、“醉酒或者吸毒”和“自残或者自

杀”，应当以有权机构出具的结论性意见或人民法院生效裁判等

法律文书为依据。“故意犯罪”，应当以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的

生效法律文书或者结论性意见为依据。

二、关于工伤待遇方面的问题

（十二）《条例》第十七条规定的“用人单位未在本条第一

款规定的时限内提交工伤认定申请，在此期间发生符合本条例规

定的工伤待遇等有关费用”，按照“在用人单位提交工伤认定申

请前发生的工伤医疗、工伤康复、辅助器具安装配置、住院伙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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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助、到统筹地区以外就医交通食宿等费用”进行把握。

（十三）工伤职工在停工留薪期内，享受原工资福利待遇，

停工留薪期满后应回用人单位上班。停工留薪期满至劳动能力鉴

定结束前，用人单位不能安排适当工作的，原工资福利待遇照发；

用人单位安排适当工作、工伤职工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劳动的，

可以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处理。

（十四）在职的工伤职工工伤复发，确认需要治疗的，享受

《条例》第三十条、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三条规定的工伤待遇。

保留劳动关系、退出工作岗位或者已经办理退休、保留工伤

保险关系的工伤职工，工伤复发被确认需要治疗的，享受《条例》

第三十条、第三十二条规定的工伤待遇，不享受停工留薪期待遇，

治疗期间继续享受伤残津贴或者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生活不能自

理需要护理的，由所在单位负责。

（十五）《条例》第三十九条规定“伤残职工在停工留薪期

内因工伤导致死亡的，其近亲属享受本条第一款规定的待遇”。

其中“在停工留薪期内因工伤导致死亡的”，按照“职工发生工

伤时的停工留薪期内因工伤导致死亡”进行把握。

工伤职工在工伤复发后的停工留薪期内因工伤导致死亡的，

其近亲属应当享受《条例》第三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

项规定的待遇，不享受一次性工亡补助金。

（十六）一级至四级参保工伤职工，达到退休年龄后不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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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由工伤保险基金继续按月支付伤残津

贴。职工在停工留薪期满后死亡的，其近亲属可以享受《条例》

第三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项规定的待遇；同时符

合领取基本养老保险遗属待遇条件的，由其近亲属选择领取工伤

保险待遇或者基本养老保险遗属待遇。

（十七）五级至十级工伤职工因死亡或者被人民法院宣告死

亡、失踪而终止劳动关系的，不享受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和一

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

（十八）职工原在部队服役，因战、因公负伤致残，到用人

单位后旧伤复发，被认定视同为工伤的人员，与用人单位解除或

终止劳动人事关系时，按照《条例》规定享受一次性工伤医疗补

助金和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以后再旧伤复发的，不再认定为

视同工伤，不再享受工伤保险待遇。

（十九）职工由于第三人的原因导致工伤，用人单位依法参

保的，由工伤保险基金按照《条例》和《实施办法》规定支付工

伤保险待遇，但第三人已经支付的医疗费用和丧葬费用除外。

三、关于其他方面的问题

（二十）按用人单位参加工伤保险的职工因工致残被鉴定为

一级至四级伤残的，由用人单位和职工个人以伤残津贴为基数，

按规定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

（二十一）与建筑施工企业建立劳动关系的职工，应按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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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参加工伤保险。该职工因工作遭受事故伤害的，在单位参保

地进行工伤认定、劳动能力鉴定并享受相应待遇。

不能按用人单位参加工伤保险的工程建设项目用工，应在项

目施工地按项目参加工伤保险。该项目从业人员因工作遭受事故

伤害的，在项目施工地进行工伤认定、劳动能力鉴定并享受相应

待遇。

（二十二）按项目参加工伤保险的从业人员实行动态实名管

理。项目总承包单位应在各施工单位进场后及时向社会保险经办

机构提供施工人员名单，或者授权分包单位凭分包合同直接申报

施工人员名单。

（二十三）曾经从事接触职业病危害作业的职工离职或者退

休后被诊断鉴定为职业病且被依法认定为工伤的，职业病诊断证

明书（或职业病诊断鉴定书）中明确的用人单位在该职工从业期

间依法为其缴纳工伤保险费的，由工伤保险基金和用人单位按照

《条例》和《实施办法》规定，分别支付相应待遇；未依法为该

职工缴纳工伤保险费的，由用人单位按照《条例》和《实施办法》

规定的相关项目和标准支付待遇。

（二十四）职业病诊断证明书（或者职业病诊断鉴定书）中

明确的用人单位，在职工从业期间为其参保但有中断缴费行为

的，用人单位仍然存在的应当补缴。补缴到账后，由工伤保险基

金和用人单位依照《条例》和《实施办法》规定支付新发生的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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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二十五）职工被派遣出境工作，依据前往国家或者地区的

法律应当参加当地工伤保险的，参加当地工伤保险，其国内工伤

保险关系中止；不能参加当地工伤保险的，应依法在国内参加工

伤保险。该职工在被派遣出境期间因工作遭受事故伤害或者患职

业病的，其工伤范围、工伤认定、劳动能力鉴定、待遇项目和标

准等按照《条例》和《实施办法》等有关规定执行。

职工在境外就医治疗工伤的，伤情稳定后应回国转至参保地

工伤保险协议医疗机构就诊，其国外救治费用由工伤保险基金按

照费用结算当天的外汇汇率支付。

（二十六）用人单位应当依照《条例》和《实施办法》规定

参加工伤保险，为本单位全部职工缴纳工伤保险费。

用人单位未参加或者参加工伤保险后中断缴费期间，职工发

生工伤的，该工伤职工的各项工伤保险待遇，应由用人单位按照

《条例》和《实施办法》规定的项目和标准支付。

（二十七）用人单位应当参加工伤保险而未参加的，由社会

保险行政部门责令限期参加，补缴应当缴纳的工伤保险费和滞纳

金。缴费基数根据职工历年的缴费工资确定。职工历年缴费工资

难以确定的，可按补缴所属期当年度用于确定缴费工资上下限标

准的全省职工平均工资作为基数进行补缴。

用人单位按照规定足额补缴工伤保险费、滞纳金后，职工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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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的工伤医疗费用、工伤康复费用、安装和配置残疾辅助器具

费用、住院伙食补助、到统筹地区以外就医的交通、食宿费用、

一至四级的伤残津贴、生活护理费、供养亲属抚恤金以及解除或

终止劳动人事关系时发给的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由工伤保险

基金支付。

（二十八）用人单位因破产、撤销、解散、关闭等情形进行

资产变现、土地处置和净资产分配时，应当优先安排解决工伤职

工的有关费用，拨付用人单位欠缴的工伤保险费和滞纳金。

用人单位欠缴的工伤保险费和滞纳金补缴到账后，职工新发

生的工伤医疗费用、工伤康复费用、安装和配置残疾辅助器具费

用、住院伙食补助、到统筹地区以外就医的交通、食宿费用、一

至四级的伤残津贴、生活护理费、供养亲属抚恤金以及解除或终

止劳动人事关系时发给的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由工伤保险基

金支付。

（二十九）职工或者其近亲属申请先行支付的，按照下列规

定向社保经办机构提出申请：

1. 用人单位注册地与生产经营地不在同一地区，在两地均

未参保缴费的，向用人单位注册地申请先行支付；

2. 劳务派遣单位跨地区派遣劳动者，在两地均未参保缴费

的，被派遣职工在用工单位所在地进行工伤认定、劳动能力鉴定。

派遣单位和用工单位均不支付工伤保险待遇的，向用工单位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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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申请先行支付。

（三十）职工或者其近亲属申请先行支付的，不得放弃要求

第三人、用人单位支付工伤医疗费和工伤保险待遇的权利。

（三十一）用人单位未完成工商登记注册前或者已注销后招

用的人员发生事故伤害申请先行支付的，经办机构不予受理。

用人单位被认定为非法用工、非法经营的，其招用的人员申

请先行支付的，经办机构不予受理。

（三十二）工伤保险相关文书的送达，参照民事法律有关送

达的规定执行。

经受送达人同意，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或者劳动能力鉴定

委员会可以采用能够确认其收悉的电子方式送达工伤保险文书。

因受送达人下落不明，或者采用直接送达、邮寄送达等方式

无法送达的，可以公告送达，自公告之日起满 30 日即视为送达。

公告送达的时间不计入工作时限。采用公告送达方式的，可以在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网站，或者相关主流报刊发布公告，并在

案卷中注明原因和经过。

本意见自 2023 年 2 月 1 日起施行，有效期至 2028 年 1 月

31 日，此前有关规定与本意见不一致的，按本意见执行。本意

见施行后，法律法规规章作出新规定的，从其规定。2016 年 10

月 27 日江苏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实施〈工伤保险条

例〉若干问题的处理意见》（苏人社规〔2016〕3 号）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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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2022 年 12 月 30 日

（此件公开发布）

（联系单位：工伤保险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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