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常律师信箱

lawyerchang@188.com

免费咨询热线：

13601074357

北京司法大讲堂
常鸿律师事务所 协办

非标准工时制职工宿舍
内猝死， 能否视同工伤？

赵某与建筑公司存在劳动关
系， 其工种为砼工， 实行综合计
算工时制度。 2021年3月24日凌
晨4时许， 赵某在项目工地宿舍
休息时， 舍友发现他意识不清，
送医救治当日死亡， 医院诊断为
心源性猝死。 此后。 建筑公司为
赵某申请工伤认定， 人社局作出
不予认定工伤决定。 建筑公司不
服该决定 ， 请求法院撤销该决
定。

房山法院认为， 视同工伤应
当满足处于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
这两个因素。 赵某的工作岗位为
砼工， 结合在案证人证言及其工
种性质， 能够确定其工作时间相
较于采用标准工时制度的工种具
有一定的非确定性， 但这并不意
味着砼工不存在休息时间。 根据
现有证据， 能够确定赵某突发心
源性猝死时处于前一日下班后的
持续休息状态， 并非处于工作时
间， 亦非处于从事与工作有关的
准备性或者收尾性工作所需的时
间及必要的工间休息时间 。 此
外， 赵某死亡发生的工地宿舍虽
位于涉案项目工地内， 但宿舍作
为单位为职工安排的集中休息场
所 ， 其主要用途为职工生活住
宿。 因此， 不能以该宿舍位于涉
案项目工地内， 即直接认定其属
于工作场所内。 据此， 认定人社
局所作决定并无不当。

法官说法
对于采用非标准工时制的职

工或者用工单位， 在申请认定工
伤过程中经常陷入一个误区， 即
非标准工时制职工因上下班时间
不确定， 其休息时间就是待工时
间， 属于 “工作时间”。 比如本
案， 建筑公司主张砼工在工地属
于来了活儿就上工， 不来活儿就
在宿舍等着， 因此赵某某在宿舍
死亡时属于等待上工时间， 这个
理解显然是错误的。

非标准工时制用工形式虽不
同于标准工时制， 但仍应当依据
《劳动法》 保障职工获得必要的

休息时间。 因此， 非上工时间原
则上就属于职工的休息时间。 本
案中， 出工记录能够证明赵某在
死亡前一日下班后， 一直处于休
息状态， 其工友陈述也能与此相
印证。 故建筑公司主张赵某死亡
时属于 “工作时间”， 缺乏事实
依据。

此外， 工作岗位不能等同于
工作场所。 工作场所是指职工从
事职业活动的场所， 其落脚点在
“场所”。 工作岗位强调的是职工
特定的岗位职责和工作任务， 其
落脚点在 “职责和任务”。 因此，
即使一个人在工作场所内， 只要
其不是在依据特定职责完成特定
任务， 原则上都不属于在工作岗
位上。 本案中， 赵某死于工地内
宿舍中， 宿舍不能等同于工作场
所， 其非处于依据特定职务而完
成特定工作状态， 故不符合 “工
作岗位” 这一限定条件， 不能视
同工伤。

上班期间突发疾病、 离
开单位后死亡， 能否认定为
工伤？

罗某系物流公司职工。 2021
年8月30日上午， 罗某在工作过
程 中 向 生 产 部 门 主 管 表 示 其
肠 胃 不适 ， 后继续工作 ， 并于
同日20时01分打卡下班。 第二天
凌晨3时左右 ， 罗某突发疾病 ，
经送医抢救无效死亡， 死亡时间
为8月31日5时12分 。 经医院诊
断 ， 罗某死亡原因为心源性猝
死。 人社局作出不予认定工伤决
定后， 罗某的妻子请求法院撤销
该决定。

房山法院认为， 罗某在工作
时间、 工作岗位出现身体不适，
虽然其本人表达为 “肠胃不适”，
但疾病的发生及发展往往有一个
由轻到重的动态发展过程。 心源
性猝死的早期表现各异， 其早期
症状之一表现为肠胃道症状， 故
不应当苛求普通人在发病后对疾
病可能导致的后果提前作出判
断。 且个体对疾病的身体耐受程
度也有差异 ， 有的人发病后休
息， 有的人继续坚持工作， 根据

工伤认定倾向性保护职工合法权
益的原则， 应当作出有利于职工
的肯定性事实推定， 而非否定性
的事实认定 。 罗某从在工作时
间、 工作岗位出现身体不适， 到
经抢救无效死亡的时间符合48小
时的时限， 现有证据不能否认罗
某凌晨死亡和工作岗位上出现身
体不适的关联性， 故人社局所作
决定主要证据不足， 应予撤销。

法官说法
本案的争议点是罗某在工作

期间突发疾病、 未紧急就医并在
下班后猝死 ， 其能否视同为工
伤。 关于这一问题， 当前实务中
主流观点认为职工在工作时间和
工作岗位突发疾病， 因正当理由
未及时送医疗机构抢救， 但在离
开工作岗位48小时内死亡， 有证
据证明职工死亡确属上述突发疾
病所致， 应当视同工伤。

结合本案事实， 许多重症患
者的早期症状表现不一， 未经过
系统医学学习的人很难在发病初
期准确判断其所患病症的严重程
度， 且每个人对疾病的耐受程度
不一 ， 对于一些疾病的初期症
状， 有的人可能觉得并不严重，
因此 ， 往往没有选择就医 。 那
么， 当一个普通人对自身疾病判
断错误导致其未从单位及时就
医， 而是在下班后病发死亡就不
符合视同工伤的条件呢？ 实践认
为， 法不应强人所难， 即不能期
待普通人能够超出一般人的认知
范畴对其所患疾病作出专业化的
判断， 更不能因为其对疾病的错
误判断而导致其丧失认定工伤的
资格。 否则， 就有悖常理， 亦有
悖于保障职工合法权益制度的设
立初衷。

由此， 应当认定罗某上班期
间突发疾病未及时就医存在正当
理由。 在现有证据不能证明罗某
死亡并非由于该疾病所致的情况
下， 应当视同为工伤。

在家加班过程中突发疾
病死亡， 能否视同工伤？

刘某是一家科技公司调试工
程师。 因工作需要， 科技公司将

其派遣到某设计公司的项目工地
从事设备调试工作。 2021年8月
19日10时20分左右， 设计公司工
作人员发现刘某在临时住所已无
意识， 遂拨打120急救电话 。 经
抢救后， 医院作出居民死亡医学
证明 （推断） 书， 载明刘某死亡
原因为现场死亡， 原因不详， 死
亡时间为2021年8月19日。

由于人社局不认为刘某构成
工伤， 刘某的妻子诉请法院责令
人社局重新作出工伤认定决定。
房山法院认为 ， 现有证据表明
2021年8月18日下班后 ， 刘某在
临时住处没有加班或从事与工作
相关的内容， 且根据在案证据及
证人证言， 能够确定刘某死亡前
一日正常打卡下班， 下班后并未
加班， 死亡当日亦未上班。 刘某
死亡时间是下班之后， 死亡地点
是在其住处， 既非工作时间也非
工作岗位。 据此， 判决驳回刘某
妻子的诉讼请求。

法官说法
当前， 有不少职工因工作压

力大， 加班熬夜成为一种常态，
其工作地点也从办公室延伸到家
中。 相较于传统的在单位工作期
间发生工伤， 在家加班导致的工
伤对申请人而言举证难度更大，
因为申请人必须要证明发生工伤
时该职工确属加班过程中。 在审
判实践中， 也确实存在工伤认定
申请人举证不充分的问题， 突出
体现为申请人不能及时固定证
据、 不知道如何固定证据、 不清
楚该固定什么证据。

因此， 工伤认定申请人应从
以下几个方面加强证据收集、 保
护工作 ： 一是增强证据固定意
识。 在发生工伤事件后， 职工家
属、 所在单位一定及时固定相关
证据。 二是要注重保护工伤发生
现场， 以便于后期搜集、 固定证
据。 三是搜集证据要围绕 “在家
加班 ” 这一事实 。 对能够证明
“在家加班” 的比如现场摆放的
工作资料、 正在完成中的工作文
件、 通话记录、 视频资料以及证
人证言等证据， 要特别注意收集
和整理。

房山区法院 王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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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工突发疾病死亡，何种情形可认定为工伤？
编辑同志：

我在一家公司上班期间
遭遇九级伤残的工伤 。 此
后， 该公司终止了我的劳动
关系， 社保机构、 公司分别
向我支付了一次性工伤医疗
补助金、 一次性伤残就业补
助金即 “两金”。 时隔半年，
我重新入职该公司。 可是，
仅仅过了三个月， 我又遭遇
五级伤残的工伤。 此时， 社
保机构、 公司以我不应该在
该公司继续上班、 我已领取
过 “两金” 为由， 拒绝向我
支付二次伤残的 “两金”。

请问： 社保机构、 公司
的理由成立吗？

读者： 郭莉莉

郭莉莉读者：
社保机构、 公司的理由

不能成立。
一方面， 法律并不禁止

工伤职工领取 “两金” 后继
续在原用人单位上班。

《工伤保险条例》 第三
十六条、 第三十七条分别规
定： “职工因工致残被鉴定
为五级、 六级伤残的……经
工伤职工本人提出， 该职工
可以与用人单位解除或者终
止劳动关系， 由工伤保险基
金支付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
金， 由用人单位支付一次性
伤残就业补助金。” “职工
因工致残被鉴定为七级至十
级伤残的， 享受以下待遇：
……劳动、 聘用合同期满终
止， 或者职工本人提出解除
劳动、 聘用合同的， 由工伤
保险基金支付一次性工伤医
疗补助金， 由用人单位支付
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

上述规定表明， 发生工
伤的职工只有在解除、 终止
与用人单位的劳动合同关系
后才能领取 “两金”， 但不
能据此就推导出已领取 “两
金” 的职工不得继续在原用
人单位上班、 不得重新与原
用人单位建立新的劳动关
系。 本案自然也不例外。

另一方面， 工伤职工已
领取 “两金” 不等于此后不
能再享受 “两金” 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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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
条规定： “职工在同一用人
单位连续工作期间多次发生
工伤的， 符合 《条例》 第三
十六、 第三十七条规定领取
相关待遇时， 按照其在同一
用人单位发生工伤的最高伤
残级别， 计发一次性伤残就
业补助金和一次性工伤医疗
补助金。”

该规定表明， 只有在同
一用人单位发生两次以上工
伤的职工不得重复领取 “两
金”， 但不否认该职工有就
高领取一次 “两金” 以及发
生二次工伤后还享受除 “两
金 ” 外其他工伤待遇的权
利。 结合本案， 自然也应当
按 “最高伤残-其他伤残 ”
的模式向你计发 “两金 ”，
即计发以五级伤残所应支付
的 “两金”， 减去以九级伤
残所应支付的 “两金” 的剩
余部分。

廖春梅 法官

因工伤离职后又入职
职工再受工伤怎么办？

常律师：
您好！
我 2010年入职一家汽修公

司，签订了为期3年的固定期限劳
动合同。 2013年合同期满后，我继
续留在该公司工作。但是，签订第
二份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时， 公司

名称变更为原公司的子公司。 随
后，我又与其他关联公司签订3次
劳动合同。 现在，公司将我辞退。

请问：我主张赔偿金时，我的
工作年限如何计算？

答：
《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七条第

一款：“经济补偿按劳动者在本单
位工作的年限， 每满一年支付一
个月工资的标准向劳动者支付。
六个月以上不满一年的， 按一年
计算；不满六个月的，向劳动者支

付半个月工资的经济补偿。 ”
《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七条规

定：“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定解除
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的， 应当依照
本法第四十七条规定的经济补偿
标准的二倍向劳动者支付赔偿
金。 ”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北京
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关于劳动
争议案件法律适用问题研讨会会
议纪要（二）》第37条规定：“用人
单位存在规避《劳动合同法》第十
四条规定的下列行为， 劳动者订

立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和工作年限
的次数仍应连续计算：……(二)通
过设立关联用人单位， 在与劳动
者签订合同时交替变换用人单位
名称的……”

根据上述规定， 尽管您多次
签订的劳动合同相对方为不同的
公司， 但由于您所在的公司存在
通过设立关联用人单位交替变换
名称与您签署合同的行为，因此，
在计算违法解除的经济赔偿金
时，您的工作年限需连续计算，即
从2010年开始计算。

关联公司轮流与职工签订劳动合同，
如何计算工作年限？

《工伤保险条例》 第15条第1款第1项规定， 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 突发疾病死亡或者
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 视同工伤。 在这里， “视同工伤” 主要针对在工作过程中
突发疾病死亡的劳动者， 但因 “突发疾病” 很难归属于传统意义上的工伤范畴， 现实中又很
难界定突发疾病与工作之间的因果联系， 因此较易产生争议。 那么， 突发疾病死亡视同工伤
有哪些情形？ 如何进行工伤认定？ 以下案例对此作出了详细的法理剖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