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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工维权4年 拿到侵权工伤双份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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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班途中被撞致盲 获肇事方赔偿后又获工伤认定

2011年10月初， 刘晓琴被一
家建材公司聘用。 同年11月30日
晚上6点多， 刘晓琴下班回家途
中， 与停在路边的一辆大货车尾
部相撞受伤致盲。事故发生后，她
先后在6家医院住院治疗332天。

2012年4月18日 ， 刘晓琴以
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向法院
提起诉讼。 经审理， 法院判决车
辆参保的保险公司在机动车交通
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和商业第三者

责任保险限额范围内赔偿刘晓琴
39万元， 车主老赵赔偿50万元，
货车司机小苏负连带赔偿责任
（车主老赵已垫付38万元）。

刘晓琴及老赵均对判决不
服， 提起上诉， 二审法院于2014
年5月6日作出民事调解书： 保险
公司支付39万元， 车主老赵赔偿
40万元， 货车司机小苏负连带赔
偿责任。 双方在调解书上签字，
表示对本案其他事项再无争议。

法院在审理过程中认定刘晓
琴在这起交通事故中的损失包括
医疗费、 后期治疗费、 误工费、
住院伙食补助费、 护理费、 治疗
期间住宿费、 交通费、 鉴定费、
电动车财产损失、 被抚养人生活
费、 残疾赔偿金、 营养费、 精神
损害抚慰金等共计140万元。 然
而， 在法院调解书上签字， 就意
味着她将有23万元的损失无法得
到赔偿。

入职两个月时， 在下班途中被
大货车撞伤致盲， 单位未缴纳社会
保险费， 离婚后既要抚养年幼的孩
子又要照顾年迈的母亲， 这一系列
遭遇，使31岁的刘晓琴陷入困境。为
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4年来她打了5
场官司，近日终于有了结果：她不仅
获得机动车交通事故侵权责任赔
偿，还得到了相应的工伤待遇，使她
的后续治疗、生活来源都有了保障。

为刘晓琴代理工伤索赔案件的
北京市常鸿律师事务所陈剑峰律师
表示， 在上下班途中发生交通事故
并认定为工伤的， 职工可以向交通
事故责任方请求损害赔偿， 还可主
张工伤待遇， 即受害人可得到双重
赔偿。

第5场官司判决
赔偿数额增加30万元

刘晓琴上诉的同时， 建材公
司也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 公
司虽不同意刘晓琴的观点， 但未
提交新的证据。

二审法院审理后认为， 如何
核定刘晓琴的工伤保险待遇是本
案争议的焦点。 刘晓琴因交通事
故造成人身损害， 并经人力社保
局认定为工伤、 被劳动部门鉴定
为三级伤残和部分护理依赖， 应
依法享受工伤待遇。 因建材公司
未给刘晓琴缴纳工伤保险费， 故
公司应按 《工伤保险条例》 的规
定向她支付工伤保险待遇。 根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
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
8条规定， 职工因第三人的原因
导致工伤， 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以
职工或其近亲属已经对第三人提

起民事诉讼为由， 拒绝支付工伤
保险待遇的 ， 人民法院不予支
持， 但第三人已经支付的医疗费
用除外。 因工伤保险待遇与机动
车交通事故赔偿分属不 同 的 法
律 关 系 ， 但 对 医 疗 费 用 不 得
重 复 主 张 ， 一 审 核 减 了 刘 晓
琴的部分赔偿款不正确。 这样一
来， 二审法院完全认同了陈剑峰
律师的代理意见。

近日， 二审法院作出终审判
决： 建材公司与刘晓琴保留劳动
关系； 单位一次性支付工伤待遇
合计45万余元； 同时， 每月伤残
津贴提高了700余元， 生活护理
费21.63万元不予扣减 。 “各项
赔偿数额算下来， 比一审判决增
加了30万元。” 刘晓琴脸上露出
了笑容。

拿到判决书后， 刘晓琴面露
难色： “为看病治疗我们欠了很
多债 ， 我现在这情况无法找工
作。 我离婚了， 既要抚养年幼的
女儿还要照顾年老的母亲， 这点
钱根本不够用。” 于是， 她又上
诉至中级法院。

刘晓琴是法律专业的本科毕
业生， 虽然参加过司法考试没有
通过， 但对法律知识还是了解一
些的。 经历4场官司后， 她觉得
自己可以得到的合法赔偿数额应
该更多一些， 但具体的法律依据
却不清楚， 于是她打算请陈剑峰
律师给自己代理案件。

“这次工伤索赔案件上诉至
中级法院就到了关键环节， 所以
我决定请律师代理。” 刘晓琴介
绍， 她带着孩子与母亲一起来到
律所， 就案件情况与陈剑峰律师
进行了深入沟通， 对方同意代理
后办理了相关手续。

陈律师研究整个案件后说：
“刘晓琴诉讼期间恰缝 《最高人
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
件若干问题的规 定 》 发 布 实
施 ， 这 对 此 案 的 审 理 可 能 有
利 。 该规定第 8条第 3款要求 ，
职 工 因 第 三 人 的 原 因 导 致 工
伤 ， 社 会 保 险 经 办 机 构 以 职
工 或 者 其 近 亲 属 已 经 对 第 三
人 提 起 民 事 诉 讼 为 由 ， 拒 绝
支付工伤保险待遇的， 人民法
院不予支持， 但第三人已经支付
的医疗费用除外。 像刘晓琴这种
情况， 她依法可以获得侵权和工
伤保险的双重赔偿， 一审法院扣
减她的相关工伤保险待遇属于适
用法律错误。”

陈剑峰律师介绍， 《最高人
民法院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
用法律问题的解释 》 第12条规
定， 依法应当参加工伤保险统筹
的用人单位的劳动者， 因工伤事
故遭受人身损害， 劳动者或者其
近亲属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用人
单位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 告知
其按 《工伤保险条例》 的规定处
理。 因用人单位以外的第三人侵
权造成劳动者人身损害， 赔偿权

利人请求第三人承担民事赔偿责
任的 ， 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 因
此， 第三人侵权赔偿与工伤保险
待遇基于不同的法律关系， 适用
不同的法律， 保护不同的利益，
在法律上并不冲突。

同时， 《社会保险法》 第42
条针对的是第三人不支付医疗费
用， 保险基金先行支付后， 可以
向第三人追偿， 并不涉及停工留
薪期待遇、 护理费、 伙食补助费
等相关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刘晓
琴已获得的第三人侵权损害赔偿
中， 与工伤保险待遇 中 性 质 相
同 的 重 复 的 项 目 应 当 予 以 核
减 的 法 律 依 据 不 足 ， 除 医 疗
费 外 ， 其 他 各 项 刘 晓 琴 都 能
得到双重赔偿。

陈剑峰律师表示， 假使一审
法院扣减各项赔偿合理合法， 但
扣减的依据也是错误的。 在机动
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中， 因
刘晓琴与大货车主老赵均对当时
一审判决提起上诉， 所以该判决
并非生效判决， 不能作为定案的
依据， 故在工伤待遇索赔时， 法
院以非生效判决的内容作为依据
来扣减相关赔偿项目， 没有事实
和法律依据。

另外， 刘晓琴所涉机动车交
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的二审以调
解结案， 赔偿金额比一审判决少
了10万元， 但调解书并未注明相
关赔偿项目及具体金额 ， 根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
据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67条的规
定 ， 当 事 人 在 诉 讼 中 为 达 成
调 解 或 者 和 解 目 的 作 出 妥 协
所涉及的对案件事实的认可 ，
不 得 在其后的诉讼中作为对其
不利的证据。

综上， 刘晓琴在机动车交通
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中， 为尽快获
得赔偿而同意调解， 并非她个人
放弃了相关权利， 一审法院认为
调解金额减少的部分应 视 为 刘
晓琴自愿放弃了该部分权利 ，
不应对已放弃的金额再向单位
主张权利， 此认定没有事实和法
律依据。

不服判决上诉
律师称工伤职工可获双重赔偿

刘晓琴对裁决不服， 于2014
年12月31日向法院提起诉讼。 法
院查明： 在后续治疗中， 刘晓琴
于2013年9月3日至2014年4月1日
前， 在医院安装助视器、 治疗等
支付工伤医疗费用6.2万元 ， 期
间公司预付其2.5万元相关费用。
在劳动关系存续期间， 建材公司
未给刘晓琴缴纳工伤保险费。

法院认为， 刘晓琴被认定为
工伤， 并被鉴定为三级伤残和部
分护理依赖， 应依法享受工伤待
遇。 因单位未给她缴纳工伤保险
费，所以单位应按照《工伤保险条
例》 的规定向刘晓琴支付工伤保
险待遇。 但刘晓琴已获得第三人
侵权损害赔偿， 其赔偿中的医疗
费、后期治疗费、误工费、住院伙
食补助费、就医期间护理费、治疗

期间住宿费、交通费，与工伤保险
待遇中的医疗费、 停工留薪期待
遇、部分护理依赖生活护理费、伙
食补助费， 属于性质相同和重复
的情形，根据《社会保险法》第42
条和 《社会保险基金先行支付暂
行办法》第11条的规定，对于上述
性质相同和重复的项目， 比如医
疗费、误工费等，应当分别核减后
再予以补偿。

此外， 刘晓琴在机动车交通
事故责任纠纷一案的中级法院审
理中， 其获得的数额比一审法院
判决少了10万元 ， 因是调解结
案， 所以法院认为少的那部分应
视为刘晓琴自愿放弃， 不应就此
部分再向建材公司主张权利。

随后，法院判决：1、保留刘晓
琴与建材公司的劳动关系；2、建

材公司一次性支付工伤待遇合计
37万元 （含单位已垫付的2.5万
元）；3、从2014年11月1日起，单位
按月向刘晓琴支付伤残津贴2700
余元， 并按照统筹地区社会保险
行政部门公布的伤残津贴调整标
准适时调整， 其实际金额低于当
地最低工资标准的， 由单位补足
差额；4、从2014年4月起，单位按
统筹地区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
的30%， 向刘晓琴每月支付生活
护理费； 当上述生活护理费累计
总额高于21.63万元时，再由单位
统筹地区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
的30%按月支付生活护理费 ；5、
驳回刘晓琴其他诉讼请求。 实际
上一审该判决，把某些项目扣减，
其中最大项生活护理费扣减了
21.63万元。

提起诉讼
法院核减侵权赔偿后计算补偿

受伤后， 刘晓琴向当地人力
社保局申请工伤认定及劳动能力
鉴定。 不久， 她被认定为工伤。
一年后， 其所受伤害被认定为伤
残三级。 2014年3月6日， 劳动部
门认定刘晓琴为部分护理依赖；
2014年8月26日， 又认定同意她
需配置盲杖、 盲用手表、 电子助
视器、 盲文写字板和笔， 同意其
配义齿。

拿到工伤等相关认定结论

后， 刘晓琴于2014年8月26日申
请劳动仲裁。 经过审理， 仲裁委
作出裁决： 保留她与建材公司的
劳动关系； 公司一次性支付停工
留薪期待遇、 伤残津贴、 一次性
伤残补助金、 护理费、 医疗费 、
到外地就医的交通住宿费、 伙食
补助、 劳动能力鉴定、 残疾辅助
器具等工伤待遇 23.4万元 ； 从
2014年11月1日起， 建材公司按
月向刘晓琴支付伤残津贴 2240

元， 并按照统筹地区社会保险行
政部门公布的伤残津贴调整标准
适时调整， 若其实际金额低于当
地最低工资标准， 由公司补足差
额。 刘晓琴达到退休年龄并办理
退休手续后停发伤残津贴， 若她
享受的基本养老保险待遇低于伤
残津贴的， 由公司补足差额； 刘
晓琴从2014年4月起， 每月获得
的生活护理费为统筹地区上年度
职工月平均工资的30%。

申请劳动仲裁
索赔工伤保险待遇

下班途中受伤致盲
23万元损失无法得到赔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