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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岁分拣工猝死引热议，银发就业族权益咋保障？

超龄劳动者
纳入工伤保险

周某（女，58 岁）在江门某集团有限
公司担任绿化工一职。2020年 11月 18
日 15时左右，周某在工地上搬石板时不
慎被石板压伤左手，随即就医治疗；2021
年 1 月 5 日周某出院时被医院诊断为：

“左手第 4 指远节指骨粉碎性开放性骨
折；左手第 4 指压榨伤”。周某于 2021
年 5月 6日向当地人社局提出工伤认定
申请。

江门某集团有限公司认为周某已经
超过法定退休年龄，双方不属于劳动关
系，认为周某受到的伤害不属于工伤。
当地人社局经向周某、该集团有限公司
工作人员调查询问情况并制作《调查笔
录》，均确认周某在工作中受伤并送医院
就医；同时，当地社保局表示周某未享受
职工养老保险待遇。当地人社局于

2021 年 7 月 16 日作出《工伤认定决定
书》，认定周某受伤为工伤。

法律分析

关于超龄人员在工作时间因工作原
因发生伤亡事故是否适用《工伤保险条
例》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庭明确，
未依法享受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超
龄人员可以适用《工伤保险条例》有关规
定，由用人单位依法承担工伤保险责
任。本案中，周某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
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虽然
周某发生事故时已超过法定退休年龄，
但未享受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待遇，
因此适用《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一
款规定的工伤情形，被认定为工伤。

记者从广东省人社厅获悉，针对超
龄劳动者权益保障，广东已有相关规
定。2021 年，省人社厅、省财政厅等多
部门共同出台《关于单位从业的超过法
定退休年龄劳动者等特定人员参加工伤
保险的办法（试 行）》（以 下 简 称《办
法》）。单位从业超龄劳动者和新业态从
业人员等 8 类特定人员，可按规定参加
工伤保险，享受工伤保险基金支付的各
项工伤保险待遇。

根据《办法》，将超过法定退休年龄
劳动者（包括已享受和未享受机关事业
单位或者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待遇人
员）、实习学生、见习人员、村居两委人
员、家政服务机构从业的家政人员、新业
态从业人员、从事公益活动的志愿者等

未建立劳动关系特定人员纳入工伤保险
参保范围。从业单位可按自愿参保原则
选择为未建立劳动关系的特定从业人员
单项参加工伤保险、缴纳工伤保险费。

广州市人社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按
照属地管理和自愿参保原则，8 类特定
人员由所在从业单位（组织）自愿选择为
其单项参加工伤保险、缴纳工伤保险费，
参保人员可按规定享受工伤保险基金支
付的各项工伤保险待遇。

目前，该政策仍在两年试行期内。
国家和省有新规定的将从其规定。需要
注意的是，在职公务员、事业单位工作人
员和与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的职工应
当依法参加社会保险，不属于特定人员
单项参加工伤保险人员范围。

一边是“60 周岁不属于劳动者范
畴”，一边是呼吁延迟退休，网上一片哗
然。超龄人员真的无法认定工伤吗？对
此，记者电话采访了广东广悦律师事务
所高级合伙人、广东省律师协会劳动法
律专业委员会秘书长黄梦燕。

黄梦燕表示，从法律角度而言，宁波
人社局对此事件的回应，大方向是对的，
但不够严谨。“工伤认定有法定的受理条
件和法定的受理对象。除了《工伤保险
条例》规定的情形外，出现法律、行政法
规规定应当认定为工伤的其他情形的，
也可能认定工伤。”她说。

“实践中存在超龄工作人员进行工
伤认定的情况。”黄梦燕表示，首先，如果
超龄工作者本身有购买工伤保险，那么
是可以进行工伤认定的。第二种情形
是，根据人社部关于执行《工伤保险条
例》若干问题的意见（二）第二条规定，达
到或超过法定退休年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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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种情况
是，对于超龄进城务工人员，在工作时间
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伤害的，也可能适用
《工伤保险条例》进行工伤认定。

随着越来越多的超龄劳动者重新进
入工作岗位，银发一族再就业过程中劳
动权益的保障已持续引起社会及政府部
门的关注，其中难点主要在于劳动法律
关系界定问题。

黄梦燕指出，即使超龄劳动者部分
群体不适用工伤认定的法律法规，也不
意味着其不能获得相应赔付，劳动者受
雇期间受到人身伤害的，仍可依据民法
典等相关法律法规主张人身损害赔偿。

黄梦燕建议，当超龄劳动者劳动权
益受侵害时，可及时寻求当地有关法律援
助机构或者是专业律师帮助进行维权。

21日，一则“60岁快递分拣工凌晨在
岗猝死”的消息登上微博热搜。据媒体报
道，相关视频者发布者透露，他60岁的大
伯在浙江宁波中通快递分拣中心工作，2
月15日凌晨3时50分左右，因心脏骤停
猝死在岗位上。视频展示了病历截图，称
其大伯无遗传病、无基础疾病。

中通方面回应称，对于网点员工的
意外离世深感痛心，愿意赔付意外保险
金额。家属则表示，不接受此方案，希望
按照工亡流程处理；不过，中通不认可死

者为因工死亡。
对于事件中劳动者猝死的工伤认

定，当地人社部门的表态引争议。宁波
人社局表示，60 周岁不属于劳动者范
畴，如果没缴纳工伤保险，就不能认定为
工伤。60周岁以上人群分两种情况，一
种是已经退休不属于劳动者，参加商业
保险的按商业保险赔偿；另一种是没有
养老金，单独缴纳工伤保险的人群，需要
认定是否为工伤，如果是将按照正常流
程赔偿。

近年来，随着人口平均寿命的延长和老龄化社会的逐步到来，
越来越多银发劳动者在岗发挥余热。然而，一则60岁快递分拣工
凌晨猝死在岗的消息近日登上热搜榜。事件中，当地人社局关于
“60周岁不算劳动者、不予认定工伤”的说法引发舆论热议。

60周岁不属于劳动者范畴，如果没缴纳工伤保险，就不能认定
为工伤？超过法定退休年龄仍从业的超龄劳动者，权益如何保障？

羊城晚报记者 周聪

广
东

60岁员工猝死“不属于劳动者”惹争议

三种情形下超龄劳动者可认定工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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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电动自行车
无序投放隐忧几多

●广州从未向企业发放配额及牌照，严查无牌上路等违规行为
●白云一街道扣车300余辆，番禺督促企业回收违规投放车辆

文/图 羊城晚报记者 郭思琦 严艺文

近日，广州街头出现了
许多共享电动自行车，品牌
五花八门，目之所及皆未上
牌照，有的还存在头盔丢
失、车辆损坏等问题。有市
民认为，共享电动自行车能
满足点对点出行需求，非常
便利；也有市民在骑行途中
遇到零部件“散架”情况，对
车辆安全性表示担忧。

记者了解到，广州于去
年底明确不鼓励互联网租
赁电动自行车的基本管理
原则，也曾就因区域具体施
策、适度投放互联网租赁电
动自行车征求过公众意
见。目前，广州尚无共享电
动自行车投放规范，有关部
门从未向企业发放投放配
额及牌照。针对市面上出
现的众多未上牌共享电动
自行车，广州市交通运输局
表示，车辆属违法上路。广
州交警表示，将对共享电动
自行车无牌上路等违法行
为进行查处。

近日，记者走访发现，广州
天河区、番禺区、白云区等多区
均出现了共享电动自行车。这
些投放的车辆品牌五花八门，
有轻风骑行、靓雀出行、叮叮出
行、三好出行、星云智行等。车
辆均无牌照，有的还出现了头
盔丢失、脚蹬损坏、车座破裂等
问题。

记者通过扫描共享电动自
行车二维码了解到，车辆规定
16-65 周岁的大陆居民可注册
骑行。市民首次骑行要绑定姓
名和身份证号码，充值一定金
额。车辆骑行有服务区限制，

超出服务区车辆将自动断电。
以轻风骑行为例，打开骑行小
程序可以定位到周边有多少辆
车，并显示车辆电量，骑行起步
价为 3元 15 分钟，15 分钟后每
10分钟收费1元。

市民对于广州街头出现的
共享电动自行车如何看待，是

“惊喜”还是“惊吓”？走访过程
中，市民王女士告诉记者，她经
常使用共享电动自行车，觉得很
方便。“平时近距离出行，搭公交
车需要等车，时间较长，坐出租
车成本高。共享电动自行车即
开即走，能实现点对点出行，节

约了时间且价格实惠。”
市民柳女士则提出担忧：

“我感觉市面上的共享电动自
行车质量欠佳。有一次，我骑
着一辆共享电动自行车在马路
上等红绿灯时，听到哐啷啷的
声音，原来是车子部分零件‘散
架’了，车筐跌落在地上。”

市民张女士表示：“骑电动
自行车上路必须戴头盔，但是
共享电动自行车部分车辆头盔
丢失了，根本无‘盔’可戴。即
使一些车辆有头盔，往往都很
脏，我也不愿意佩戴，感觉很不
安全。”

对共享电动自行车存在的隐
忧，部分业内人士也表达了自己
的观点。

广东省电动车商会执行会长
兼秘书长蓝世有对羊城晚报记
者表示，共享电动自行车无序投
放或带来安全隐患。“一些车辆
没 有 牌 照 、没 有 头 盔 上 路 很 危
险，且共享电动自行车上路发生
交通事故，或停在路边的车辆发
生火灾，责任该如何界定等都需
要厘清。”

蓝世有说，目前一些城市正
摸索个人电动自行车和外卖电
动自行车的管理模式，这是一个
循序渐进的过程。此时，如果放
开共享电动自行车进入市场，管
理难度可能会有所增加。他建
议，规范共享电动自行车首先要
制定相应政策，厘清权责归属。
同 时 ，广 州 可 以 在 远 郊 进 行 试
点，形成经验模式后，以点带面
逐步完善，避免无序投放的情况
发生。

此外，记者了解到，在 2023
年广州市两会上，广州市人大代
表、广州公交集团第三公共汽车
有限公司党代表工作室负责人
段安春也提出，建议尽快取缔擅
自投放的杂牌共享电动自行车，
政 府 部 门 可 统 筹 起 来 ，通 过 招
标、考核等方式进行管理。

记者梳理获悉，今年 2 月 10
日、13 日，广州市白云区金沙街
综合行政执法办联合白云交警
二大队对辖内三个地铁站周边
区域开展专项整治行动，严查共
享电动自行车乱投放、乱停放、
无牌上路等违规行为，暂扣共享
电动自行车 300 余辆。

2022 年，番禺区交通运输局
组织区公安、区城管和各镇街等
多次开展联合整治行动，重点整
治共享电动自行车未登记上牌、
乱停放等违规行为。今年 2 月 10
日，番禺区再次组织有关企业开
展约谈，督促企业尽快回收违规
投放的车辆。

广州市交通运输部门表示，
广州此前明确了不鼓励发展共
享电动自行车的政策意见，且根
据广州市公安局关于电动自行
车登记上牌管理通告，电动自行
车上牌后方可上路行驶，目前市
内已投放的共享电动自行车均
未登记上牌，属于违法上路。

广州交警表示，将继续对上
路的无牌电动自行车、不佩戴头
盔骑行等交通违法行为进行查
处。

走访：共享电动自行车现羊城，惊喜还是惊吓？

聚焦：共享电动自行车四大隐忧

业内人士、人大代表：

避免无序投放
尽快整治取缔

相关部门：

继续依规查处
上路无牌车

记者在走访过程中看到，一
些共享电动自行车的车筐处通
过连接线连接着头盔，但不少
车辆的头盔连接线被剪断或脱
落，头盔不见踪迹。同时，部分
共享电动自行车存在没有脚
蹬、链条脱落、车座破损等情
况，安全隐患不少。据了解，根
据目前广州市内电动自行车管
理规定，骑电动自行车上路要
佩戴头盔；没有脚踏板的电动
自行车不符合上牌注册登记的
条件，也是不能上路的。

就车辆缺少头盔等情况，记
者致电靓雀出行客服。客服表
示，建议车主不要选择没有头
盔的车辆骑行。然而，记者在
天河区棠东、黄埔大道一带走
访发现，有头盔的共享电动自
行车寥寥无几。

此外，共享电动自行车如何
充电？记者通过业内人士陈绍
昱了解到，国内大部分共享电
动自行车分区域运营。当车辆
没有电时，区域的工作人员会
将车辆统一收集进行充电。“这
样的方式使得运营成本较高，
企业要支付人工成本，同时要
租一个或几个很大的仓库进行
24 小时、分批次、不停歇地充
电。24小时全天运转的充电方
式也使得安全系数没那么高。”

2022 年 12 月 7 日发布的
《广州市交通运输局关于市十
六届人大一次会议第20223057
号建议答复的函》中提及，广州
市结合国家政策导向和广州城
市实际情况等，明确了不鼓励
互联网租赁电动自行车的基本
管理原则。

2022 年 11 月 10 日，广州
市公安局在官网发布公告，公
开征求公众对《广州市电动自
行车管理规定（征求意见稿）》
的意见。该征求意见稿明确，
广州市不鼓励发展互联网租
赁电动自行车。根据不同区
域的公共交通基础设施建设
情况以及市民实际需求，可以
适度投放互联网租赁电动自
行车。

共享类交通工具如何投入
市场呢？以共享自行车为例，
2019 年 4 月，广州市交通运输

局通过公开招标方式投放中心
六区40万辆的运营配额，并建
立了企业季度服务质量考核机
制，根据季度考核结果对企业
运营配额实施动态调整。2022
年 5 月，广州共享单车公开招
标满三年之际，广州市交通运
输局再次以公开招标形式投放
中心六区运营配额40万辆，青
桔单车、哈啰单车和美团单车
分别中标，有效期仍为三年。
此外，招标公告中明确车型为
无外接动力驱动装置或接口的
自行车，这也意味着共享电动
自行车未获得配额。

记者通过业内知情人士了
解到，目前国内市场上，除了中
标企业外，存在一些企业私自
投放的情况。具体到广州而
言，目前市面上所见共享电动
自行车均未经审批，应属于擅
自投放。

据悉，2021年 11月 2日开
始，广州正式对电动自行车实
施登记上牌管理。广州交警
明确，2022 年 10 月 1 日起，广
州将对未登记上牌仍上道路

行驶的电动自行车依法予以
处罚。而记者在走访过程中
看到，广州街头的共享电动自
行车均无牌照，骑行上路属于
违法行为。

问题1 擅自投放

问题2 无牌上路

问题3 质量堪忧

记者走访操作发现，许多
品牌的车辆均需强制充值才能
骑行，例如轻风骑行、靓雀出行
均需要最低储值 20元。此外，
这两个品牌的小程序页面均无
退费界面。记者在致电靓雀出
行客服的过程中了解到，退费
只能人工致电客服申请，48 小
时内退还费用。

关于行驶范围限制，在某
社交平台上，一些市民抱怨被
收取高额调度费的情况。一位
白云区的市民分享道，自己不
小心骑出限制区不仅要推行车
辆返回，还要交30元的调度费。

问题4 强制充值

近年来，全国多地举行银发人才招聘会，鼓励老年人再就业（资料图） 视觉中国供图

广州街头出现不少共享电动自行车

共享电动自行车所配头盔损坏

广东：超龄劳动者可纳入工伤保险参保范围

58岁绿化女职工压断手指获工伤赔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