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劳务合同下，劳动者工伤（含职业病）所获赔偿的项目及标准： 
 
（依据：2009 年（2010 年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2003 年（2004 年施行）《最高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

若干问题的解释》） 
赔偿义务人：侵权责任人 
 
序号 赔偿项目 计算基数 赔偿比例或条件 赔偿期限及赔偿限额 备注 依据 
1 医疗费 实际发生 全额 

含医疗费、必要的康

复费和适当的整容

费。 

一审法庭辩论前发生的

实际数额及医疗证明必

然发生的费用。 
后续费用可以另行起

诉。 

 侵权法第 16 条 
司法解释第 17条 19
条 

 

2 护理费 护理人员本来有收

入的：实际减少的收

入； 
护理人员没有收入

或职业护理人员：参

照当地护工从事同

等级别护理劳务报

酬标准 

原则上护理人员为 1
人，除非医疗或鉴定

机构有明确的护理

人数的意见。 

伤者恢复生活自理能力

为止； 
最长不超过 20 年 

 侵权法第 16 条 
司法解释第 17条 21
条 

3 误工减少的

收入 
有固定收入：实际减

少的收入； 
无固定收入：最近三

年的平均收入 
无固定收入：法院地

同近行业上一年度

职工平均工资。 

实际误工时间 计算至伤者定残日前一

天 
 侵权法第 16 条 

司法解释第 17条 20
条 

序号 赔偿项目 计算基数 赔偿比例或条件 赔偿期限及赔偿限额 备注 依据 
4 交通费 实际发生 就医或转院； 

正式票据为凭证，且

 侵权法仅规定：交

通费等为治疗和康

侵权法第 16 条 
司法解释第 17条 22



须与就医地点、时

间、次数、人数相符。 
复支出的合理费用 

司法解释进行了细

化。 

条 

5 住宿费 不明确，但根据司法

解释本条上一款的

规定，似乎可以参照

当地国家机关一般

工作人员的出差标

准 

确有必要外地治疗

且客观原因不能住

院的。 
包括受害人本人和

陪护人员。 

 侵权法第 16 条 
司法解释第 17条 23
条 

6 住院伙食补

助费 
参照当地国家机关

一般工作人员的出

差伙食补助 

  

7 必要的营养

费 
参照医疗机构的意

见确定 
  侵权法第 16 条 

司法解释第 17条 24
条 

8 残疾赔偿金 法院地上一年度城

镇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或农村居民人

均纯收入为标准 

司法解释仅说“根据

受害人丧失劳动能

力 程 度 或 伤 残 等

级”，但没有具体规

定比例。 
因此，各法院自行确

定比例，通常采用的

比例是：1 级 100%，

2 级 90%，，，10 级

10%。 

伤者自定残之日起 20
年； 
伤者 60-75 岁（不含）：

增 1 岁减 1 年； 
伤者 75 岁以上（含）：5
年。 

虽致残但收入未减

或虽伤残等级轻但

职业影响严重的，

可调整残疾赔偿

金。 

侵权法第 16 条 
司法解释第 17条 25
条 

序号 赔偿项目 计算基数 赔偿比例或条件 赔偿期限及赔偿限额 备注 依据 
9 残疾生活辅

助具费 
普通使用器具的合

理费用标准； 
或按照辅助器具配

置机构的意见确定

相应合理费用。 

 更换周期和赔偿期限参

照配制机构的意见。 
 侵权法第 16 条 

司法解释第 17条 26
条 



10 残疾情况下

的被扶养人

生活费 

法院地上一年城镇

居民人均消费性支

出或农村居民人均

年生活消费支出标

准。 

司法解释仅说“根据

抚养人丧失劳动能

力程度”，但没有具

体规定比例。 
因此，各法院自行确

定比例，通常采用的

比例是：1 级 100%，

2 级 90%，，，10 级

10%。 

被扶养人无劳动能力又

无其他生活来源的：20
年； 
未成年人：到 18 岁； 
60-75 岁（不含）：增 1
岁减 1 年； 
75 岁以上（含）：5 年。 
被扶养人有数人的：总

额不超计算基数。 

侵权法没有；司法

解释有。 
侵权法在后，司法

解释在前。 
故：侵权法是否排

除了司法解释中这

些独有的项目？ 
还是司法解释中这

些独有的项目可以

归为“残疾赔偿

金”、“护理费”、“医

疗费”的补充项目

或细化项目？ 

司法解释第 17条 28
条 

11 残疾情况下

的康复护理 
没有规定。 
推测为实际支出。 

没有规定。 
推测为确有必要。 

没有规定。 司法解释第 17 条 

12 残疾情况下

的继续治疗

的康复费 
13 残疾情况下

护理费 
14 残疾情况下

后续治疗费 
15 丧葬费 法院地上一年度职

工月平均工资标准 
6 个月的总额   侵权法第 16 条 

司法解释 17 条 27
条 

序号 赔偿项目 计算基数 赔偿比例或条件 赔偿期限及赔偿限额 备注 依据 
16 死亡赔偿金

（死亡补偿

费） 

法院地上一年度城

镇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或者农村居民

人均纯收入标准。 
 
 

20 年 
 

亡者 60-75 岁（不含）：

增 1 岁减 1 年； 
亡者 75 岁以上（含）：5
年。 

 侵权法第 16 条 
司法解释第 17条 29
条 

17 死亡情况下

被扶养人生

法院地上一年城镇

居民人均消费性支

 被扶养人无劳动能力又

无其他生活来源的：20
侵权法没有；司法

解释有。 
司法解释 17 条 30
条 



活费 出或农村居民人均

年生活消费支出标

准。 

年； 
未成年人：到 18 岁； 
60-75 岁（不含）：增 1
岁减 1 年； 
75 岁以上（含）：5 年。 
被扶养人有数人的：总

额不超计算基数。 

侵权法在后，司法

解释在前。 
故：侵权法是否排

除了司法解释中这

独有的项目？ 
还是司法解释中这

独有的项目可以归

为“死亡赔偿金”？ 
 

18 亲属办理丧

葬事宜支出

的交通费、

住宿费和误

工损失等 

   侵权法没有；司法

解释有。 
侵权法在后，司法

解释在前。 
故：侵权法是否排

除了司法解释中这

有的项目？ 
 
 

司法解释第 17 条 

序号 赔偿项目 计算基数 赔偿比例或条件 赔偿期限及赔偿限额 备注 依据 
19 超过确定的

护理期限、

辅助器具费

给付年限或

者残疾赔偿

金 给 付 年

限，赔偿权

利人向人民

法院起诉请

求继续给付

护理费、辅

没有规定。 
推测为实际支出。 

确需继续护理、配制

辅助器具，或者没有

劳动能力和生活来

源的 

应当判令赔偿义务人继

续给付相关费用 5 至 10

年 

 司法解释第 32 条 



助器具费或

者残疾赔偿

金的 
20 精神损害抚

慰金 
    司法解释第 18 条 

《最高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十一条 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雇佣关系以外的第三人造成雇员人身损害的，赔偿权利人可
以请求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也可以请求雇主承担赔偿责任。雇主承担赔偿责任后，可以向第三人追偿。 
属于《工伤保险条例》调整的劳动关系和工伤保险范围的，不适用本条规定。 
 
第十二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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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十条 赔偿权利人举证证明其住所地或者经常居住地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高于受诉法院所在地标准
的，残疾赔偿金或者死亡赔偿金可以按照其住所地或者经常居住地的相关标准计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