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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8_AF_BB_E6_96_B0_E3_c37_644838.htm 2010年12月8日，国

务院第136次常务会议通过修改《工伤保险条例》的决定，新

修改后的《工伤保险条例》将从2011年1月1日正式执行，应

该说这次的工伤保险条例的修改是中国法制史上又一大进步

，进一步体现了对劳动者的尊重，以我浅见，这次条例的修

改体现了六大"亮点". 亮点一："标准统一" 一次性工亡补助金

标准修改为上一年度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20倍，

而原来的一次性工亡补助金标准为48个月至60个月的统筹地

区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由于全国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

参差不齐，职工的平均工资相差较大，同样的工亡事故得到

的一次性补助金标准差异太大。而修改后的工亡补助金的计

算标准得到统一，如果按照2009年的全国城镇居民可支配收

入17175元计算，那么一次性工亡补助金标准为17175×20

＝343500元，真正实现了"同命同价"，这不仅是人权方面的重

大进步，而且更是对生命的尊重！ 亮点二："范围扩大" 原条

例中规定参加工伤保险的人群为企业和个体工商户两类型，

而修改后的条例中新增了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会计师事务

所等六类人群，使参保范围大大增加，使新增人群有法可依

，有保可参，大大提高了新增人群的安全感和幸福感指数。 

亮点三："待遇提高" 原《工伤保险条例》中一次性伤残补助

金标准为一级伤残为24个月的本人工资，二级伤残为22个月

的本人工资，三级伤残为20个月的本人工资，四级伤残为18

个月的本人工资，而修改后的一次性伤残补助金标准为一级



为27个月的本人工资，二级伤残为25个月的本人工资，三级

伤残为23个月的本人工资，四级伤残为21个月的本人工资。

不难看出，一至四级伤残标准分别提高了3个月，这说明条例

中有意把待遇向重度伤残的人员倾斜，从而增强他们的生活

保障的系数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亮点四："强调自律" 原《

工伤保险条例》中规定在上下班途中，受到机动车事故伤害

的是认定为工伤的情形之一，原来的规定可以说只要是受到

机动车事故的，无论责任在哪一方，受伤了就可以纳入认定

的工伤情形之中，而修改后的条例规定在上下班途中，受到

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城市轨道交通、客运轮渡、

火车事故伤害的才可纳入认定的工伤情形之中。这里面有两

个重要的变化，一个变化是事故的范围扩大，由过去的机动

车事故伤害的扩大到所有交通事故；另一个变化是责任主体

发生变化，过去是不管是谁的责任，只有发生机动车事故的

，就可以纳入工伤认定，关注的焦点在于是否是机动车辆，

而现在是分析谁要负主要责任，简单的说你自己违反交通规

则（如闯红灯）而发生交通事故就不能纳入工伤认定的范围

，相反，你如果在人行道路上行走而被自行车撞伤将会纳入

到工伤认定的情形之中。这就要求我们公民严格要求自己，

不要违反相关法律法规，否则，伤而不保。 亮点五："简化程

序" 原条例中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有关单位和个人可以依

法申请行政复议；对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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