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般来说， 凡达到法
定退休年龄的劳动者都要
退出工作岗位， 即使其再
就业也再不属于劳动法意
义上的劳动者， 不能享受
工伤等待遇。可是，由于人
们在业务技术水平、 家庭
生活条件以及能否享受养
老保险待遇等方面存在不
同，所以，在现实生活中有
的人在退休后被单位返
聘， 有的人因社保缴费年
限不够15年不能退休，还
有人因自身系农民不存在
退休， 这就使一部分人在
达到或超过法定退休年龄
后仍坚守在工作岗位上。

那么， 这些超龄劳动
者在工作中受伤能否认定
并享受工伤待遇呢？ 以下
3个 案 例 反 映 的 情 况 表
明， 当他们满足特定条件
时，还是可以认定工伤、享
受工伤待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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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破产，应该向谁主张工伤待遇？

【案例1】
超龄农民工因工受伤
应当认定为工伤

2018年3月 ， 年过60周岁的
村民王某离开农村， 进入某县环
卫站从事卫生清扫工作， 双方未
订立书面劳动合同， 环卫站每月
发给王某2050元工资。

2020年7月初 ， 王某在清扫
马路时被过往车辆撞伤。 经交通
管理部门认定， 机动车一方负事
故全责。 据此， 王某要求环卫站
为他申报工伤， 环卫站则认为，
发生事故时王某已达到法定退休
年龄， 已经不属于劳动法意义上
的劳动者， 双方之间不存在劳动
关系， 不适用 《工伤保险条例》
的规定。 因此， 拒绝了王某申请
工伤认定的请求。

后来， 王某自行申请工伤认
定， 县人社局受理后作出了 《工
伤认定决定书》， 认定王某属于
工伤。

【点评】
我国现行劳动法律法规对农

民工劳动者工作上限年龄尚无禁
止性规定， 而且作为农民也无所
谓何时退休， 按照 “法无明文规
定即允许” 的规则， 超过退休年
龄的农民仍然可以与用人单位建
立劳动关系， 并受 《工伤保险条
例》 调整。

本案中， 环卫站虽然未与王
某订立书面劳动合同， 但由于已
经实际用工并按月发工资， 双方
之间就形成了事实上的劳动关
系。王某在工作期间受伤，当然可
以适用《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

对此，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
审判庭关于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
进城务工农民因工伤亡的， 应否
适用 〈工伤保险条例〉 请示的答
复》 规定： “用人单位聘用的超
过法定退休年龄的务工农民， 在
工作时间内 、 因工作原因伤亡
的， 应当适用 《工伤保险条例》
的有关规定进行工伤认定。” 因
此， 县人社局对王某的情形认定
为工伤是正确的。

【案例2】
因未达养老金领取条件继续
工作可以认定为工伤

2019年9月 ， 朱某达到退休
年龄后， 因其养老保险缴费年限
只有12年， 尚不符合领取养老保
险金的条件， 所以， 其所在公司
没有为他办理退休手续， 也没有
与他办理终止劳动合同手续， 并
且继续留用他在原岗位工作。

2020年8月 ， 朱某在工作中
不慎被电击伤。 公司认为， 在朱
某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后， 双方的
劳动合同已自然终止， 后续用工

期间的权利义务应当按照劳务关
系对待。 因此， 公司拒绝为朱某
申报工伤。

此后， 朱某自行申请工伤认
定。 人社局经审核， 作出了朱某
所受伤害属于工伤的认定决定。

【点评】
虽然 《劳动合同法实施条

例》 第21条规定， 劳动者达到法
定退休年龄的， 劳动合同终止，
但是， 这只是说用人单位在劳动
者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享有对劳
动关系的终止权， 并不意味着在
劳动者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劳动
关系就自动终止。

本案中， 朱某达到法定退休
年龄后因不能享受养老保险待
遇， 公司继续对他进行留用。 在
这种情况下， 由于公司没有依法
与朱某办理终止劳动合同手续，
也没有为他办理退休， 所以， 双
方依然存在劳动关系。

对此，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部 《关于执行 〈工伤保险条例〉
若干问题的意见 （二）》 第2条第
1款规定： “达到或超过退休年
龄， 但未办理退休手续或者未依
法享受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待
遇， 继续在原用人单位工作期间
受到事故伤害或患职业病的， 用
人单位依法承担工伤保险责任。”

根据该规定， 人社局将朱某
所受事故伤害认定为工伤， 是有
充分的事实及法律依据的， 并无
任何不妥之处。

【案例3】
退休返聘未缴工伤险
不能认定为工伤

董某在一家公司担任高级工
程师职务。 因业务技术过硬， 工
作能力强， 在办理退休手续并享
受养老保险待遇后， 公司继续返
聘他负责技术工作。 不过， 在返
聘期间， 公司没有为他缴纳工伤

保险费。
2020年7月的一天，董某在工

作中摔伤，右腿骨折。因公司拒绝
为他申报工伤， 董某便自行申请
工伤认定。 人社部门审核后作出
了《不予工伤认定决定书》。

【点评】
《劳动合同法》 第44条第2

项规定： “劳动者开始依法享受
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 劳动合同
终止。”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
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
解释 （三）》 第7条规定： “用人
单位与其招用的已经依法享受养
老保险待遇或领取退休金的人员
发生用工争议， 向人民法院提起
诉讼的， 人民法院应当按劳务关
系处理。”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
关于离退休人员与现单位之间是
否构成劳动关系以及工作时间内
受伤是否适用 〈工伤保险条例〉
问题的答复》 指出： “……离退
休人员受聘于现工作单位， 现工
作单位已经为其缴纳了工伤保险
费， 其在受聘期间因工作受到事
故伤害的， 应当适用 《工伤保险
条例》 的有关规定处理。”

本案中， 董某已开始享受养
老保险待遇， 其在返聘期间与用
人单位之间形成的是劳务关系而
非劳动关系， 加之该公司也没有
为董某缴纳工伤保险费，因此，不
再适用《工伤保险条例》的有关规
定。相应地，董某在返聘工作期间
所受伤害也不能认定为工伤。

不过， 根据 《关于进一步发
挥离退休专业技术人员作用的意
见》 [中办发 （2005） 9号] 相关
规定， 董某可以要求公司参照工
伤保险的相关待遇标准给予赔
偿。 如果双方就赔偿一事协商不
成， 董某可提起民事诉讼， 通过
诉讼途径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潘家永 律师

编辑同志：
我在一家公司连续工作

了2年。 今年中秋、 国庆节
前， 公司通知我放假13天 。
当我休假期满返回公司上班
时 ， 却被告知我 2020年度
不能再休年休假， 原因是我
刚刚休过的 13天假期中包
括8天国家规定的假日和5天
年休假， 而其他人只休了8
天假。

请问： 公司事先并没有
说明， 事后能否将多休假天
数折抵年休假？

读者： 王婧婧

王婧婧读者：
公司不能事后将多休假

天数折抵年休假。
《职工带薪年休假条

例》 第三条规定： “职工累
计工作已满1年不满10年的，
年休假5天； 已满10年不满
20年的， 年休假10天； 已满
20年的， 年休假15天。 国家
法定休假日、 休息日不计入
年休假的假期。” 即年休假
是国家给予职工的法定待
遇， 只要职工连续工作满一
年 ， 便可以享受带薪年休
假， 且带薪年休假与病假、
事假、 单位自主福利假期不
同， 用人单位无权要求职工
用病假、 事假等加以抵扣。

与之对应， 你在公司的
工龄为2年， 应休年休假时
间为5天 。 根据国家规定 ，
2020年中秋、 国庆节放假时
间为10月1日至8日， 共8天
时间。 其中， 法定假日4天，
双休日调休4天。 也就是说，
你所休的13天假期中， 超过
法定休假日、 休息日5天。

那么， 你多休息这5天
能否折抵年休假呢？

对此， 《职工带薪年休
假条例》 第五条规定： “单
位根据生产、 工作的具体情
况， 并考虑职工本人意愿，
统筹安排职工年休假。 年休
假在1个年度内可以集中安
排， 也可以分段安排， 一般
不跨年度安排 。 单位因生
产、 工作特点确有必要跨年
度安排职工年休假的， 可以
跨1个年度安排。 单位确因
工作需要不能安排职工休
年假的， 经职工本人同意，
可以不安排职工休年假。 对
职工应休未休假天数， 单位
应当按照该职工日工资收
入 的 300%支付年休假工资
报酬。”

该规定表明， 用人单位
虽然可以 “统筹安排职工年
休假”， 但必须 “考虑职工
本人意愿”。 如果职工对用
人单位 “统筹安排职工年休
假” 的行为没有异议， 那意
味着用人单位已经安排职工
休过了年休假。 反之， 如果
职工反对或者因为对用人单
位放假事由一无所知而无
法 作出选择 ， 则不能认为
用人单位已经安排职工休
年休假。

本案中， 由于公司没有
事先表明你所休息的中秋、
国庆假日的超过天数为年休
假， 所以， 在其事后将多出
天数作为年休假处理是错误
的， 你仍然有权享有2020年
度的年休假待遇。

廖春梅 法官

公司通知假日多休五天
多出天数不能折抵年假

案情简介
刘阿姨系一家国企职工 。

1991年12月24日， 刘阿姨在工作
中不慎被机器设备压伤右手3个
手指。 2006年9月27日， 经当地
劳动鉴定委员会鉴定， 刘阿姨所
受伤害构成7级伤残。

2014年11月1日 ， 刘阿姨所
在企业提出破产申请。 法院查明
相关事实后作出民事裁定书， 指
定某清算组为该企业破产清算管
理人。 事实上， 直到如今， 该企
业破产案尚未终结。

2016年1月15日 ， 刘阿姨在
破产清算管理人提供的解除或终
止劳动合同证明书上签字， 并领
取经济补偿金51064元 ， 工伤保
险补助金31530元。

可是， 刘阿姨的病情一直未
能治愈 ， 此后又进一步加重 。
2017年4月10日， 经当地劳动能
力鉴定委员会复查， 刘阿姨的伤
残等级增加为6级。

2019年12月8日 ， 刘阿姨向
当地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
动仲裁， 要求裁决该企业破产管
理人增加其工伤待遇。 可是， 因
超过劳动仲裁时效， 仲裁委未予
受理。

刘阿姨不服仲裁委不予受理

决定， 又将该企业破产管理人起
诉至区法院， 要求向其给付被拖
欠工资、 一次性伤残补助金、 一
次性医疗补助金、 一次性就业补
助金等工伤待遇共计20万余元。

法院判决
法院审理本案时， 该企业破

产管理人辩称， 对刘阿姨提出的
相应工伤待遇基本上没有异议。
但是， 因其已领取了31530元工
伤保险补助金， 在给付其诉讼请
求的工伤待遇时应当扣除该部分
款项。

同时，该企业破产管理人称，
在合理金额的范围内， 甚至同意
一次性给付刘阿姨应当依法享受
的工伤待遇。 考虑到刘阿姨受伤
时的基本工资较低， 每个月仅有
400多元，为照顾其生活可以按照
900元的工资标准计算其工伤保
险待遇。不过，刘阿姨主张20万多
元费用没有事实依据。

法院审理认为， 涉案企业已
经进入破产程序， 该企业破产管
理人具备诉讼主体资格， 应当由
其支付刘阿姨提出的工伤待遇。

按照该企业破产管理人承诺
的工资标准， 经核算， 刘阿姨应
当享受的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为
14400元、 一次性医疗补助金为

83393.33元、 一次性就业补助金
75053.95元。 据此， 法院判决该
企 业 破 产 管 理 人 于 本 判 决 生
效 后 7日内向刘阿姨支付各项
工 伤 保 险待遇172847.28元 。 该
笔费用扣除刘阿姨已经领取的
31530元， 还应向其支付工伤保
险待遇141317.28元。

目前， 法院判决已生效， 刘
阿姨也从该企业破产管理人处领
取工伤保险待遇。

法律分析
本案中， 刘阿姨在索要工伤

保险待遇一事上是幸运的。 她遇
上了既同情工伤职工， 又能实事
求是地依法赔偿的用人单位， 其
维权过程就显得比较容易。 而在
实务中， 通常会有一些用人单位
会以单位破产 、 无钱赔偿等理
由， 对工伤职工推三阻四， 让受
伤职工告状无门。

因此， 当职工遭遇工伤后，
用人单位又面临解体或破产的，
该职工在主张自己的合法权益时
应特别注意如下两个关键点：

一是诉讼时效。 工伤职工维
权案件， 一般需要经过申请劳动
仲裁这一前置程序。 可是， 按照
《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 第二十
七条规定， 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

为一年， 而且从当事人知道或者
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
算。 职工在维权时务必要注意这
个时间期限， 否则， 将对自身合
法权益造成损害。

诉讼时效制度是民商法中的
一项基本制度， 实施这一制度的
目的是为了督促权利人及时行使
权利， 如果权利人在诉讼时效内
不行使权利， 诉讼时效过了以后
不再享有胜诉权。 在工伤职工维
权案件中， 当然适用这一诉讼时
效制度。 如果工伤职工因疏忽错
过了一年的仲裁时效， 此时， 可
以依据 《民法总则》 第一百八十
八条规定的3年的民事诉讼时效，
在该期间内依法向法院提起民事
诉讼。 在这个过程中， 工伤职工
要注意保留或收集与自己主张权
益相关的各类证据。

二是准确把握诉讼主体。 即
单位解体 、 破产后 ， 或即将解
体、 破产的， 工伤职工应及时了
解掌握解体、 破产情况， 如果尚
未破产， 可将企业留守机构作为
被告。 如果企业没有留守机构，
则应以接收该解体企业债权债务
的部门为被告。 如果企业已经进
入破产程序， 就以破产管理人为
被告。

杨学友 检察官

超龄劳动者受伤可否认定工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