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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回顾 “家里一位女性亲戚，50多岁，已经到了退休年龄，还是想进厂挣
点零花钱。公司不跟她签劳动合同，而是签劳务协议，还要求她签‘免
责条款’，工伤概不负责，不签字就不录用……”4月 7日，四川的张女
士向记者讲述了家里亲戚找工作的经历，并表示，“在小县城，好不容
易找到一个要 50岁以上工人的工厂，实在不想放弃这个工作。但是
如果签了字，以后出现工伤怎么办？”

在北京工作的刘先生告诉记者，他65岁的父亲是一名退休工人，
两年前，父母从老家来北京帮忙带孩子。随着孩子渐大，身体健康的
父亲想在北京找个工作，但找了几个月都没找到。在社交平台上，不
少人为“超龄”父母找工作发愁。

超龄劳动者在权益保障方面也面临一些难题，集中体现在劳动关
系认定存在障碍，难以主张加班工资、休息休假、工伤待遇等。

上班途中出事故
因“超龄”不算工伤？

“超龄女工”进厂
要先签“免责条款”？

N海都记者 陈丹萍 通讯员 徐凝蕾

某公司雇用的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员工，在上
班途中发生交通事故，经人社部门认定为工伤，因公
司未为其购买工伤保险，该员工提起民事诉讼。近
日，德化法院对这起劳动争议案作出判决。

1962年9月出生的王某，自2022年10月起在泉州
市某公司从事保安工作，此时王某已达法定退休年龄。

2023年 7月，王某在上班途中驾驶二轮摩托车发生交通事故受
伤，后住院治疗8天。2023年11月，当地人社局认定王某的事故伤害
为工伤。

公司认为，王某发生交通事故时，已经超过法定退休年龄，该公
司不服认定，要申请行政复议。

2024年 3月，行政复议机关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当地人社
局作出的工伤认定决定。

2024年 6月，王某向当地劳动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当地劳动仲
裁委员会以王某已达法定退休年龄为由决定不予受理，王某遂向法
院提起诉讼。

在符合一般劳动关系构成要件的前提下，
劳动者已经开始享受国家提供的养老福利待
遇，劳动者的生存权利得到基本保障后，对劳动
者提供劳动的事实，应当从法律上认定其与用
人单位之间形成的是劳务关系。反之，劳动者
即使超过法定退休年龄，但未享受国家养老福
利待遇的，仍应认定为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
形成的是劳动关系，由此更好地保护老年劳动
者的权益。

2025年1月1日施行的《国务院关于渐进式延
迟法定退休年龄的办法》第六条规定，“用人单位
招用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劳动者，应当保障劳动
者获得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工伤
保障等基本权益”。

为进一步保障超龄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促进
就业公平，华东政法大学经济法学院教授田思路
建议，在立法及法律解释方面，可将“年龄”明确增
列为就业促进法第三条中构成就业歧视的事由，
并将“年龄歧视”纳入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的劳动
争议范围；在执法和司法救济方面，可发布司法解
释，明确超龄劳动者主张劳动权益不以劳动关系
为前提；建立就业年龄歧视的举证责任倒置制度，
由用人单位证明年龄限制的正当性等。

在政策保护方面，田思路建议，推行弹性的单
险种参保，允许超龄劳动者单独参加工伤保险。
此外，一般岗位取消年龄限制，特殊岗位可设置科
学的健康和能力标准，而非简单地依据年龄划
线。对主动雇用超龄劳动者、积极开展超龄劳动
者技能培训，以及推广应用智能助老设备的用人
单位，给予税收优惠或补贴等。 （工人日报）

安徽昊华律师事务所律师胡敏认为，对于未享受养老保险的超龄
人员，与单位究竟是何种法律关系，现有规定存在争议。

记者查询裁判文书网案例发现，近年来，在地方政策突破、司法裁
判灵活性增强、制度与社会观念转变等共同作用下，超龄劳动者权益
保障在不断加强。

北京市炜衡（长春）律师事务所律师熊星星告诉记者，超龄劳动者
尤其是农民工，普遍从事高风险体力劳动，其权益易被忽视。相关判
决通过支持工伤认定，确保了超龄劳动者享有与适龄劳动者同等的法
律保护，避免因年龄被剥夺基本权利，承认了超龄劳动者的社会贡献，
有利于推动法律与老龄化社会的实际需求接轨。

公司称“超龄”员工
发生事故不算工伤

未享受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待遇
“超龄”也算工伤

完善相关规定促进就业公平

合力推进超龄劳动者权益保障

50多岁女子找工
被告知不签“免责”就不录用

编前：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继续参与劳动并获取劳动收入者，被认为
是超龄劳动者。为了增加收入、补贴家用，不少人在达到退休年龄后选
择继续工作，他们的权益保障问题不容忽视。泉州市民王先生上班途
中遇事故，公司却坚称“超龄”不算工伤；四川一名50多岁的务工
者，求职时因超龄被要求签署“工伤免责条款”，不签字就不录
用。这些案例折射出超龄劳动者在就业市场面临
的困境。超龄劳动者仍有劳动能力和意愿，他们
的付出值得尊重。完善超龄劳动者权益保障，
需法律与政策并进。老龄化社会加速，
也唯有打破年龄壁垒，才能真正实
现“老有所为，劳有所保”。

法院审理后认为，对于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继续从业、未享受养老
保险待遇或领取退休金的劳动者，在工作期间受到事故伤害时，应否
被认定为工伤的问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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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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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民在工作时间内因工伤亡的，能否认定工伤的答复》均作出规定，将
此类群体纳入工伤认定的适用范围。

对于达到或者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劳动者（含农民工）与用人
单位之间劳动关系终止，应当以劳动者是否享受养老保险待遇
或者领取退休金为标准。

因此，对于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劳动者，不能绝对地认为
其不能与用人单位之间构成劳动关系，在满足一定条件的情况
下，即使超过法定退休年龄亦可认定构成劳动关系。

本案中，王某虽超过法定退休年龄，但其未享
受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待遇，应当适用《工伤保险
条例》的规定。人社部门认定其为工伤符合规
定。法院依法判决公司应支付王某工伤保险待
遇58173.4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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