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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农民工所占比例约占从业人员的85%左右，很多施工一

线的农民工在遭遇工伤时，往往不知道如何维权，也难以辩

识工伤与雇佣损害赔偿之关系，以至于当伤害事故发生后，

农民工不知道如何正确维权。本文从工伤与雇工损害赔偿的

性质、适用法律、处理方式上作一浅论。 (一)两者的主体不

同。工伤赔偿的主体是限定性的。我国劳动法第二条明确规

定，用人单位是指企业和个体经济组织，即企业和7人以上的

个体经济组织两种。雇佣损害赔偿的主体可以是自然人，可

以是企业，也可以是个体经济组织。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适用若干问题的意见》第45条规定，仅为自然人、个体工商

户和合伙组织。这种规定显然与国外雇佣契约主体通论相违

背，不利于对雇工的保护。 (二)构成条件不同。工伤的构成

必须有劳动关系。只有在劳动关系的前提下，劳动者在工作

中受到伤害，被确认为因工伤害，才是工伤。因为工伤是劳

动特别法对劳动者受到伤害的保护。而雇佣损害必须存在雇

佣关系，如果没有雇佣关系，其损害赔偿不能适用无过错责

任，只能根据侵权的特征，确定其赔偿原则；如是一般侵权

，还必须具有损害四要件才有获得赔偿可能。 (三)确定损害

程度的途径不同。工伤的认定有效有资格的是劳动部门，劳

动部门有权确定劳动者伤害是否是工伤，其他部门的认定均

为无效，这是法律的规定。对于工伤认定不服的必须申请劳

动仲裁委员会裁决，由劳动部门认定是否可以重新鉴定。如



裁决维持的，劳动者只能通过行政诉讼来解决。而雇佣损害

赔偿，雇工的伤情确定，只要有鉴定资格的机构均可确定其

伤情等级。对鉴定结论不服的，当事人经协商可以到鉴定机

构重新鉴定，或通过民事诉讼程序向法院申请重新鉴定。 (

四)请求赔偿的时效不同。工伤赔偿在认定工伤后，除企业调

委会调解时效中断外，受害人必须在60日内申请劳动仲裁部

门裁决。逾期不裁决的视为放弃权利。在裁决后15日内不起

诉的，视为认可仲裁裁决。雇佣损害赔偿可依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法通则》侵权赔偿时效一年的规定，受害人明知和

知道自己的权利被侵害，可在一年内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

法律的保护，也可直接向雇主和有关单位主张解决，在主张

权利时时效中断。 (五)解决纠纷的途径不同。工伤赔偿解决

的途径，必须依据劳动法规定来处理，或经调解或经仲裁。

在仲裁裁决后，不服的才可以通过诉讼程序来解决。雇佣损

害赔偿，当事人可直接起诉到人民法院，通过诉讼方式直接

解决赔偿事宜。 (六)赔偿的标准不同。工伤赔偿，我国《工

伤保险暂行条例》对不同等级的工伤，确定了一个统一的标

准。参照标准对工伤者进行赔偿，且不是一次性的。雇佣受

害者的赔偿，依据的《民法通则》无具体明确的标准，只有

赔偿范围。一般参照道路交通事故赔偿标准来赔偿，一般情

况下，赔偿是一次性的。 (七)适用法律不同。工伤赔偿是由

劳动法强制性调整，它在发生工伤赔偿后，只能依据劳动法

律法规来处理，工伤赔偿具体的依据是《劳动法》和《工伤

保险暂行条例》的规定。雇佣损害赔偿，它是由民法来调整

，直接适用民法侵权行为法的相关条款和规定责任、原则来

处理。 工伤赔偿适用原则是无过错原则。即无论职业伤害的



责任在于用人单位、他人还是自己，受害者都应得到必要的

补偿；这种补偿是无条件的，即使劳动者个人有过错。实行

“无责任补偿”，给予伤残者及时的物质帮助，是工伤保险

法的首要准则。因为劳动者劳动环境的危险性，即人与机器

相比总是处于相对弱小的地位，劳动者受到伤害是难免的；

劳动者的危险来自于用人单位，即凡利用机器从事生产活动

的用人单位都有可能对其劳动者造成职业伤害；劳动者受到

伤害都是非自愿的，这就是无过错责任原则的理论依据。同

时实行无过错责任，把举证责任倒置给用人单位。用人单位

必须证明劳动者不在工作时间和范围内才能免责。其目的是

使劳动者受到伤害能够及时获得救济。 雇佣损害赔偿有两种

情况：一种是雇工执行职务致他人损害，一种是雇工执行职

务自己受到损害。前者指雇员在雇主的指挥下，按雇主的意

旨完成雇主交付的任务中致他人财产或人身损害。后者是指

雇员在雇主的指挥下，按照雇主的意旨完成雇主交付的任务

中自己的人身受到损害。前者是雇佣中对外损害，后者是雇

佣中的内部损害。前者为民事侵权法中一般侵权行为，后者

为特殊侵权行为。本文主要论述的是后者即雇员自身受到损

害这一种。雇员损害赔偿原则，通常说是无过错责任原则。

其理论依据是：雇工的生产、劳动条件是由雇主提供，其操

作规程是由雇主安排、指挥，劳动中的危险性是潜在的，雇

工在生产中人身受到伤害是雇工自己并非自愿的，雇工的伤

害应当由雇主赔偿。实行无过错责任原则是为了保护雇工的

民事权益，能够及时获得救济，但是雇工在生产中有重大过

失造成自己的伤害，不能适用无过错责任，而应适用过错责

任，以减轻雇主的赔偿责任。雇工故意造成损害的，雇主免



责。这里的故意主要是故意破坏生产的行为。这里的重大过

失主要是指明知有或可能预见有重大危险发生，而放任危险

的发生。雇佣损害赔偿作为民事特殊侵权类型，其举证责任

倒置，由雇主举证证明其损害的发生是由不可抗力引起或由

雇工故意行为造成的损害，可以免责。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