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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超过法定退休年龄人员和实习生参加
工伤保险办法》政策解读 

 

一、关于起草《办法》的背景和意义 

自 2004 年《工伤保险条例》（以下简称《条例》）颁布至

今，我省工伤保险逐步覆盖机关、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

民办非企业单位等组织和有雇工的个体工商户。十六年间，我省

工伤参保人数自 480万人增长到 2090万人，但是，对照当前新

发展理念和高质量发展要求，现行制度尚未达到十九大报告提出

的“兜底线、织密网、建机制”要求。主要豁口是两类人群，主要

困难是：一方面，非典型的劳动关系导致用人单位无法为两类人

群参加工伤保险，但司法实践中往往判决由用人单位承担工伤保

险责任；另一方面，两类人群职业伤害保护的商业保费高昂，远

超适龄青壮年保费的 2倍，是职工工伤保险费的数倍。根据统计

数据，全省每年有近 60 万全日制职业学校学生参加顶岗实习，

有近 600万超龄人员继续就业，两类人群由于制度原因始终未能

参加工伤保险，缺保障、难维权的现象也一直存在。 

除现实迫切需要外，国家、省对此两类人群的职业伤害保障

保护也做出了明确要求：2019 年，人社部工伤司发文鼓励各地

结合自身工作实际开展两类人群工伤参保工作；2020 年，惠建

林副省长也在《关于报送就业和收入分配领域突出民生问题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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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报告》中批示：请人社厅按省委省政府研究决策抓好落实，对

已经明确事项会同有关部门抓紧推进，其中就涉及到两类人群的

职业伤害保障问题；近年来，各级人大、政协会议也多次收到相

关建议、提案。 

二、《办法》的制定原则 

由于工伤事故具有偶发性，参保人数越多，工伤保险费越低。

2020年，全省工伤保险月平缴费不到 30元/人，工伤保险基金支

付的一次性工亡补助金标准已接近 85 万元。各类用工主体对单

独参加工伤保险的呼声较高，考虑到工伤保险制度延续性、公平

性和工伤保险基金的安全性，我们在制度设计上遵循了以下三个

原则。 

（一）扶持性原则。经过比较分析，考虑到两类人群属于保

障缺失、工伤风险较大的群体，且绝大部分在小微企业或微利行

业从业，出台《办法》既填补了制度覆盖空白，也有利于扶持中

小微企业和微利行业。 

（二）公平性原则。由于两类人群不能参加养老、医疗保险，

在实地调研中，部分地区建议通过商业保险予以两类人群保障，

并应与工伤保险存在一定的制度差别。考虑社会保险制度的本

质，且商业保险存在不可持续、保障不足的问题，经研究，我们

认为将两类人群纳入工伤保险，且在参保方式、缴费费率、费用

来源、认定（视同）、待遇项目和保障水平与《条例》和《江苏

省实施〈工伤保险条例〉办法》（以下简称《实施办法》）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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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是回应民生关切、解决根本问题的路径。考虑到浙江各地在出

台相关政策的时间节点、操作办法各不相同，根据江苏省政府办

公厅出台《关于江苏省工伤保险省级统筹的实施意见》要求，决

定通过省级层面出台《办法》，实现全省统一，确保全省两类人

群和用人单位早日享受这一惠民政策。 

（三）倡导性原则。规范性文件的制定主体、依据必须充分、

合法。由于两类人群不在《条例》覆盖范围，没有上位法支持强

制参保，基于此，《办法》定位于倡导性文件，通过扶持性政策

的出台，鼓励用人单位参加工伤保险分散其用工风险，借此给予

两类人群更好更高的工伤保障。同时，为进一步减证便民、优化

服务，适应两类人群的流动性，根据《关于深入推进审批服务便

民化的指导意见》工作要求，对两类人群参加工伤保险必需的 3

项材料采用告知承诺制办理。在缴费方式上，分别采取了按月缴

费和一次性缴费的方式，进一步方便用人单位办理参保缴费手

续。 

三、、《办法》的主要内容及需要说明的几个问题 

《办法》共有十九条，涉及六个方面的规定，与《条例》和

《实施办法》构架设计相一致。其中有两个问题需要做如下说明。 

（一）关于经办能力的考虑。以前两类人群不能参保，不由

工伤保险基金给付待遇，部分用人单位越过法定工伤保险认定程

序，直接与受伤害人员协商解决。《办法》的出台，给用人单位

为两类人群参加工伤保险打开了通道，也给人社业务经办带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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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工作量，甚至可能带来复议诉讼和基金防控风险。这给很多

以前与医保合署办公的部门又带来了一次大考。经反复沟通和统

一思想认识，各地均表示要对标群众工作和改革攻坚的能力，坚

持民生为本，众志成城、克服困难，主动推进全省工伤保险高质

量发展。 

（二）关于 1-4级实习生工伤保险待遇的说明。《条例》规

定，工伤职工被鉴定为一至四级的，保留劳动关系，退出工作岗

位，由用人单位和职工缴纳基本养老、基本医疗保险费，用以保

障工伤职工后续的养老、医疗待遇。以前，重度残疾的实习生的

养老、医疗待遇没有长期保障；以后，一旦实习生因工致残为

1-4 级，将由工伤保险基金承担其后续工伤医疗、伤残津贴（可

替代养老保险作用）等费用。此外，1-4 级实习生依旧可以通过

参加城镇居民医疗保险解决其医疗保障问题；符合民政救助资格

的，还可以享受民政补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