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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的《河北省工伤保险实施办法》第十四条规定,将工伤认定

程序中的“劳动关系确定”与工伤认定程序相分离，人为使

工伤认定期间无限期拉长，使法定的劳动者合法权益无法得

到保障。该规定明显违背“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原

则，根本无法实现我国《劳动法》、《工伤保险条例》规定

的立法目的，应当依法修改或者撤销。以下以一个真实的案

例详细说明： 案情简述：某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下简称“装

饰公司”），承揽了某活动中心楼体的玻璃幕墙安装工程

。2004年7月开始，农民工王某受雇于装饰公司，在某活动中

心工地做玻璃幕墙安装工作，但装饰公司没有与王某签订劳

动合同。2004年12月2日下午，装饰公司的材料员张某叫王某

从汽车上卸玻璃，在卸玻璃的过程中，车上的玻璃突然全部

倾倒，将正在车下卸玻璃的王某打出，致王某当场昏迷。后

被医院诊断为：1、上颈段颈髓损伤、截瘫，2、C1-4椎体及

椎弓骨折，颈3-5椎体爆裂性骨折，3、右膝关节皮肤擦伤。

王某住院治疗至今，仍处于危险期，随时有生命危险。在王

某受伤后，装饰公司在给王某缴纳了四万元住院押金后便再

也不支付其他任何费用（王某平均每日治疗费开销3000元）

。现王某家里已经变卖了房产凑钱为王某治伤，但仍不过是

杯水车薪。 在本案的具体操作中，最关键的是争取用最短的

时间为王某争取到充足的医疗费，以保证王某的生命安全及

治疗的顺利进行。 王某的亲属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



裁，要求认定王某之伤为工伤，并且要求用人单位--装饰公

司先行支付医疗费。 在申请劳动争议仲裁立案时，劳动争议

仲裁机构提出，根据《工伤认定办法》及《河北省工伤保险

实施办法》的规定，“认定工伤”应当由劳动者向劳动保障

行政部门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由其认定确属工伤后,若用人单

位仍不予支付医疗费用，再由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立案受理

，才能作出部分裁决。 在王某的亲属无奈只得向劳动保障行

政部门提出工伤认定申请，但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又提出，根

据《河北省工伤保险实施办法》第十四条的规定，若用人单

位不能在工伤认定申请表上盖章确认与王某之间存在劳动关

系，而王某又没有与装饰公司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王某就只

能先行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确认其与用人单位之间存

在劳动关系。 通过上述案例，申请人认为，如果按照《河北

省工伤保险实施办法》的相关规定来处理未签订劳动合同、

劳动者无力支付高额医疗费用、伤者又亟待救治的工伤案件

，根本无法达到我国《工伤保险条例》第一条规定的“保障

因工作遭受事故伤害或者患职业病的职工获得医疗救治和经

济补偿”的立法目的。 理由如下：在我国现有情况下，虽然

各个有关部门都在加大力度督促各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签订劳

动合同并缴纳工伤保险费，但真正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并

缴纳工伤保险费的单位，还主要是大中型国有企业。这样，

就使得一些在中小型私营企业工作的，特别是从事高度危险

作业（如建筑行业等）的劳动者，在因工作原因发生人身伤

害后，急需的抢救治疗费用很难得到保障。而只有充分保证

职工能够获得及时的、必要的医疗救治费用，才是保障职工

基本人权（生命权、健康权）的最底线。 按照2004年1月1日



起施行《工伤认定办法》第四条、第五条之规定：用人单位

未在规定的期限内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的，受伤害职工或者其

直系亲属、工会组织，在事故伤害发生之日或者被诊断、鉴

定为职业病之日起1年内，可以直接填写《工伤认定申请表》

，并提交劳动合同文本复印件或其他建立劳动关系的有效证

明和医疗机构出具的受伤后诊断证明书或者职业病诊断证明

书（或者职业病诊断鉴定书），提出工伤认定申请。并且《

工伤认定办法》第十四条明确规定：“职工或者其直系亲属

认为是工伤，用人单位不认为是工伤的，由该用人单位承担

举证责任。用人单位拒不举证的，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可以根

据受伤害职工提供的证据依法作出工伤认定结论。” 在工伤

认定作出后，若用人单位仍拒绝履行其义务，劳动者便可以

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用人单位支付《工伤

保险条例》所规定的各项工伤待遇了。如果用人单位不支付

急需的医疗费用，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可根据《劳动部办公

厅关于在劳动争议仲裁程序中能否适用部分裁决问题的复函

》(劳办发[1994]391号)经过初步审理即先行以部分裁决形式

裁决用人单位支付职工医疗费。但是《河北省工伤保险实施

办法》第十四条却规定：“职工与用人单位之间因劳动关系

发生争议的，当事人应当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

由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依法确定劳动关系。依法定程序处理

劳动争议的时间不计算在工伤认定的时限内。”--这样规定

的确使得劳动保障行政机关在工伤认定程序中各部门分工更

加明确,但我们的立法者是否真正设身处地的为正躺在病床上

，急需抢救治疗的因工负伤职工想过呢？我们看到，我们的

立法者也明知将劳动关系确认，交给劳动争议仲裁机构来处



理，其结果可能造成超出工伤认定时限。那么同样，其为什

么就没想过，伤者的医疗费是否能够维持到这个漫长的法律

程序的尽头呢？与此同时，该规定在客观上却成为了劳动保

障行政部门接到职工个人申请工伤认定申请时，推诿受理的

一个托词。只要用人单位不在工伤认定申请表上加盖公章，

就认定职工与用人单位之间，对是否存在劳动关系有争议，

职工就必须先到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对是否与用人单位之间

存在劳动关系申请仲裁, 待劳动关系认定后，再向其申请工伤

认定。这样不仅使《工伤认定办法》确立的在工伤认定中，

由用人单位举证，职工只承担初步举证责任原则（即只需提

供劳动合同文本复印件或其他建立劳动关系的有效证明和医

疗机构出具的受伤后诊断证明书或者职业病诊断证明书即可

）的优越性丧失殆尽，而且根据《企业劳动争议处理条例》

规定，“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处理劳动争议,应当自组成仲裁

庭之日起60日内结束。当事人对仲裁裁决不服的,自收到裁决

书之日起15内,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法院适用普通程序审

理一审民事案件的期限是六个月,二审三个月。这样一系列漫

长的程序走下来，即便认定了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存在劳

动关系,也延误了劳动者的最佳救治时机，甚至葬送了劳动者

原本可以保全的生命。而作为争议另一方的用人单位却更乐

于将这个时间能拖得再长些⋯⋯ 美国著名法学家卡尔#8226.

弗里德里希在他的《超验正义》中曾说“一部宪法的政治意

义既不是它被单独编纂在一份文件或法典中，也不在于它规

定了政府的组织形式”，宪法和宪政的真正本质必然表现于

其特殊的政治功用，即宪法的核心目标是“保护身为政治人

的政治社会中的每个成员，保护他们享有的真正的自治。宪



法旨在维护具有尊严和价值的自我，因为自我被视为首要的

价值”。我国在多年的改革开放过程中，也逐渐认识到：对

于人，作为一个个体的权利的保护，并且在本次宪法修正案

中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了宪法，这不得不说是我

国人权保护的一大进步，也是我国法制建设进程中的一大成

果。 而河北省工伤认定实施办法的第十四条第二款的实施，

不但不能保障劳动者最基本的合法权益，也与我国现行立法

大力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总趋势背道而驰，并且是对我国新修

订的宪法所确立的“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原则的公然违背

。 “人权”概念的内涵是人生存和发展的自由度。其首要内

容是人作为一个个体的基本生存权利。如果我们的劳动法律

连劳动者的基本生存权都无法保障的话，那么，这样的法律

实在不能不说是一部真正失败的法律。诚然，在我们 逐步完

善的立法进程中，出现种种疏漏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在以保

护劳动者权益为目的的劳动法律中，出现如此明显的漏洞，

的确让人难以理解，而且明显违宪。所以本人建议国务院依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 第七十八条、第八十八条第三

项及国务院《关于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的通

知》第五条的规定，对2005年1月1日起施行的河北省人民政

府令 [2004]第7号《河北省工伤保险实施办法》进行审查并予

以撤销。以切实践行我国政府“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 另

：经本人对全国其他省份制定的“工伤保险条例实施办法”

进行调查显示，存在与《河北省工伤保险实施办法》第十四

条第二款类似问题的还有《北京市实施〈工伤保险条例〉办

法》第十八条第二款，《山西省实施〈工伤保险条例〉试行

办法》第二十五条，《湖南省实施办法》第四十一条，应当



一并予以审查。（作者：刘爽，河北省唐山市北辰律师事务

所律师、合作人）（本文收录在全国律协宪法与人权专业委

员会论文集中。--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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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