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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十一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探索工伤补偿与工伤预防、工

伤康复相结合的有效途径。五年来，全国工伤康复制度从无到有，服务队伍由小到大，工伤康复工作为工伤

职工搭建了一座沟通医院与社会的桥梁。

1 工伤康复概念与地位的确定

1955年，国际劳动组织（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ILO）第 102号《社会保障公约》首次提出：社

会保障部门应确保工伤残疾者的康复工作。1964年 ILO第121号《职业伤害补偿公约》提出：不仅要为工残

人员提供康复设施，而且要为工残人员重新就业创造条件。虽然在欧美等西方国家文化基础上形成的各种

相关国际公约是我国社会保障法制的重要渊源 ，但是建国以来，受经济发展和社会认识的局限，工伤保险待

遇仍然长期局限于医疗救治，“康复”处于一个极其次要的地位。早期的法律规范仅仅提出有条件的地方和

企业可以举办康复机构，即使到了2004年，我国的第一部工伤保险法规——《工伤保险条例》，也只是明确将

医疗救治、职业康复和辅助器具装配纳入保障范围[1]。长期以来，由于工伤康复缺乏一个系统完整的概念、

必要的法律支持和相应的配套政策，其核心目标“职业康复”也只能是纸上空谈。

在“十一五”规划的指引下，经过5年多的探索，目前我们终于形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工伤康复”定义，

即利用现代康复的手段和技术，为工伤残疾人员提供医疗康复、职业康复等服务，最大限度地恢复和提高他

们的身体功能和生活自理能力，尽可能恢复或提高伤残职工的职业劳动能力，从而促进伤残职工全面回归社

会和重返工作岗位[2]。该定义明确了医疗康复和职业康复之间天然的联系，将职业康复从无源之水、无本之

木的境地中解放出来，使构建完整连续的工伤康复服务成为可能。此外，2010年颁布的《社会保险法》中，将

康复与医疗并列作为治疗的一种形式，第一次在法律上明确采用了“康复”这一完整概念，同时将其视为工伤

保险的待遇应有之义，为工伤康复制度建设和工作开展提供了重要的法律支持，是社会保险制度对工伤康复

的认识与接纳的又一次升华。

2 工伤康复配套政策的建立与完善

由于工伤康复工作是一项新事物，如何开展工伤康复服务，如何建立健康有序的工作机制，如何做好监

督管理，成为摆在工伤保险制度建设面前的三个亟待解决的问题。过去的5年，着力于规范工作内容和明确

工作职责等关键环节加快工伤康复配套政策的制定。2007年原劳动保障部下发了《关于加强工伤康复试点

工作的指导意见》[3]，并制定了《工伤康复试点机构准入条件（试行）》，指导全国各省市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

工伤康复工作，明确了“一个基础、一个核心、两个目的”的中国特色的工伤康复制度框架，即以医疗康复为基

础，以职业康复为核心，以促进工伤职工回归社会、从事劳动为目的。同时，及时吸收总结试点地区的工作经

验，制定并下发了《工伤康复诊疗规范（试行）》、《工伤康复服务项目（试行）》。《诊疗规范》和《服务项目》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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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继《药品目录》之后，又一加强社会保险医疗待遇管理的规范性文件。两项政策文件一方面明确将康复服

务项目纳入工伤保险应有待遇，解决了过去康复费用支出缺乏依据的问题；另一方面，第一次通过建立诊疗

规范的形式指导具体病种的康复服务行为。这些全国统一的配套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催生了各地制定适宜

本地情况的工伤康复管理办法，将全国工伤康复实践发展推入快车道。

3 工伤康复服务内容与机构建设的探索

在上述配套政策的指引下，我国工伤康复服务在内容和机构建设方面有了新的发展。工伤保险医疗和

康复保障逐步走出了局限于医疗康复和康复辅助器具配置服务的有限空间，部分服务机构开展工伤职业康

复和社会康复的探索，在逐步完善医疗康复的基础上，致力于发展工伤康复的核心内容。一方面是工伤康复

服务内容得到充实。在康复医学的基础上，初步明确了职业康复的具体内容，丰富了工作形式。目前，我国

职业康复的流程包括职业评定、职业咨询、职业培训和职业指导（包括就业前培训和职业技能培训）等四个方

面。同时，采用个案管理的工作模式开展社会康复服务，提供政策咨询、残疾适应辅导、社区资源协调、家庭

康复指导等服务，促使工伤职工融入社会并重新参与社会生活。另一方面是服务机构建设得到发展。2009
年以来，国家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细化工伤康复试点机构的基本设施、场所、人才、技术等要求，按照严格标

准、实事求是、稳步推进、宁缺毋滥的原则，在全国范围内遴选了35家工伤康复试点机构，并在广东设立“全

国工伤康复综合基地”，以点带面开展工伤康复全面试点工作，同时多次召开国内和国际研讨会，为加强机构

间技术协作和交流提供了有力支持[4—5]。

4 小结

工伤康复工作是“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在工伤保险制度中的重要体现。从广东省工伤康复中心的实践

来看，工伤康复治疗有利于职工走出工伤后心理危机，促使75%的工伤职工重返工作岗位，确实为工伤职工

搭建一座沟通医院与社会的桥梁。尽管5年的探索实践，翻开了我国工伤康复工作发展的新篇章，但是在医

疗卫生体制改革的大背景下，现有的医疗卫生问题同样困扰着工伤康复服务的发展。工伤康复工作方兴未

艾，建立预防、补偿、康复相结合的工伤保险体系，仍然是我国工伤保险事业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需要相关

领域的专家、学者和工作者的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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