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行政复议决定书

云府行复〔2020〕2 号

申请人申请人申请人申请人：：：：黄某某。

被申请人：被申请人：被申请人：被申请人：云浮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第三人：第三人：第三人：第三人：云浮市邓发纪念中学。

申请人黄某某不服被申请人云浮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于 2019 年 12 月 9 日作出的《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云人社工

不认字〔2019〕03 号），向本府申请行政复议，本府已依法予

以受理，现已审查终结。

申请人请求：

一、撤销被申请人云浮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的《不

予认定工伤决定书》（云人社工不认字〔2019〕03 号）。

二、认定卢某某 2019 年 3 月 21 日经抢救无效死亡为工伤。

申请人称：

市政府的云府行复〔2019〕21 号行政复议决定，已认定卢



2

某某事发时处于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确认符合《工伤保险条例》

第十五条应予认定为工伤的规定，并要求被申请人在 60 日内重

新作出决定。被申请人重新发出的《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认

定事实及适用法律错误，完全违背市政府的决定。被申请人的承

办人玩忽职守，违反法律及机关公文发文的有关规定及制度，未

经领导审批、加盖公章就发出本案《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明确

属于失职，更是对死者及其家属的不尊重。

申请人提交了以下证据：《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云人社

工不认字〔2019〕03 号）、快递回执单、《行政复议决定书》

（云府行复〔2019〕21 号）

被申请人答复称：

一、被申请人作出的《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云人社工不

认字〔2019〕03 号）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

（一）卢某某发病时并非加班状态或加班状态的延续，不属

于加班（工作）期间突发疾病的情形。

1.被申请人于 2019 年 11 月 27 日向第三人送达《关于协助

调查并提供工伤认定证明材料告知书》，第三人限期内未提交任

何说明材料。再根据被申请人的调查，第三人出具的《关于为已

故教师卢某某申请认定工伤的函》，在《工伤认定申请书》中加

具的单位意见，以及在 2019 年 7 月出具的两份《证明》，均是

应家属的要求出具的，即使第三人认为家属反映的事实属实也是

根据高三教师的职业特点推断出来的，出具证明及加具意见的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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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经办人也明确表示不清楚卢某某发病时是否存在加班情形。

因此第三人在本案中出具的函件、《证明》及《工伤认定申请书》

中的单位意见均不能真实反映卢某某发病时是否存在加班的客

观情况。工伤保险制度是国家及社会对因工伤亡的劳动者或其遗

属进行医疗救治和经济补偿的一种社会保险制度，由于工伤保险

涉及国家及社会公众利益，因此工伤认定程序依法由社会保险行

政部门作出认定，法律也赋予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在工伤认定过程

中的调查取证职权。所以，是否应当认定工伤，不能仅以劳动者

（家属）以及用人单位的自认作为认定工伤的唯一依据，而应当

由社会保险行政部门依法进行调查取证，根据事实和综合相关证

据依法作出认定。

2.根据《邓发纪念中学 2019 届高三级 3 月考监考表》、卢

某某分管校领导、办公室主任、高三级级长、级长助理、地理备

课组组长、3 月 20 日晚卢某某晚修值班所在班级班主任等人《工

伤事故调查笔录》可以证实：学校当晚并没有安排加班任务给卢

某某。

3.考试安排表、排课表等，只能证实卢某某白天监考、上课

和晚修坐班的事实，不能证实卢某某下班回宿舍后仍有继续加班

的情况。被申请人于 2019 年 11 月 27 日向申请人送达《关于协

助提供工伤认定证明材料告知书》后，申请人未能提供证明卢某

某加班用的物品及去向（如练习册、试卷、手提电脑等），提供

的 U 盘所载内容生成时间也不能反映卢某某当晚有加班的情况。

https://baike.so.com/doc/5393432-5630381.html
https://baike.so.com/doc/9903787-10251007.html
https://baike.so.com/doc/2206967-233521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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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即在本案中没有任何的客观证据能够反映卢某某在 3 月 21 日

凌晨发病前正在加班，属于工作时间和工作状态。

4.根据被申请人对 3 月 21 日凌晨赶到事发现场的 2 名同事

及市中医院参与抢救的 2 名医护人员的《工伤事故调查笔录》，

4人均证实黄某某描述事发情形为卢某某是睡觉时大叫一声后不

省人事并发病的，再结合我局调取的《云浮市中医院病历信息》

载明“患者约在 02:10 在家无明显诱因下突然无明显意识下大声

叫喊，随即不省人事”，这些证据更能证明卢某某病发时是入睡

状态且“无明显诱因”，不存在加班或劳累导致发病的情形，并

非在所谓的“加班”期间发生。这些证据相对于申请人的证言、

第三人根据职业特点推断加班而出具的证明更具客观性，具有更

高的证明效力。

综上所述，卢某某于 2019 年 3 月 21 日凌晨 02:10 左右在教

师宿舍睡觉状态下无明显诱因发生的突发心源性休克经抢救无

效死亡，既不在工作时间也不在工作岗位。被申请人作出的《不

予认定工伤决定书》中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

（二）对于 2019 年 3 月 19 日上午 11:00 卢某某出现身体不

适可否视为《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项及《广东省工

伤保险条例》第十条第（一）项规定情形中的突发疾病 48 小时

内抢救无效的起始时间或与2019年 3月 21日凌晨02:10左右突

发心源性休克的关联性问题。

首先，陈述卢某某 2019 年 3 月 19 日上午上班期间已经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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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适，该主张只有 1 名同事老师作证，所调查到的其他同事均表

示未察觉其身体有异常，也没有相关的客观证据予以证实（如就

医记录）。

其次，《云浮市中医院病历信息》记载“患者约 02:10 在家

无明显诱因下突然无明显意识下大声叫喊，随即不省人事，无抽

搐…既往慢性咽炎病史，近日咽部不适，无高血压、糖尿病等病

史…”，急救医生《工伤事故调查笔录》“问她（指申请人黄某

某）患者这几天是否有身体不适和既往病史，答说他平时有慢性

咽炎的问题，这几天有些喉咙不适”，“他这种发病情形是急性

的，不可能是慢性”。因此没有任何证据反映卢某某在发病前身

体不适，或者与其 3 月 21 日发病死亡存在关联。据此，被申请

人认为不属于《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项及《广东省

工伤保险条例》第十条第（一）项规定的突发疾病 48 小时内经

抢救无效死亡的情形。

二、被申请人作出《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云人社工认字

〔2019〕03 号）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

（一）程序方面。被申请人在收到第三人工伤认定申请材料

后，依法履行了受理、调查取证、作出决定并送达等法定程序，

程序合法。在 2019 年 9 月 27 日云浮市人民政府作出《行政复议

决定书》（云府行复〔2019〕21 号），对被申请人初次作出的

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以“主要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撤销，要

求被申请人限时 60 日内重新作出决定后，被申请人于 201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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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11 日签收该《行政复议决定书》，并于 2019 年 12 月 9 日

作出《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云人社工不认字〔2019〕03 号），

送达第三人邓发纪念中学及申请人黄某某，程序合法。

（二）法律依据方面。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

项及《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第十条第（一）项“在工作时间和

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 48 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

规定，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是并列的，两者必须同时满足，卢某

某下晚修回到教师宿舍后凌晨 02:10 左右在睡觉状态突发疾病，

既不是工作时间，也不在工作岗位，不应视同工伤。被申请人作

出的不予认定工伤决定，适用法律准确。

三、申请人认为云浮市人民政府云府行复〔2019〕21 号《行

政复议决定书》已经认定卢某某病发时处于工作时间和工作岗

位，符合认定为工伤的规定，并认为被申请人重新作出不予认定

工伤决定违背市人民政府的决定，该观点是错误的。

云浮市人民政府云府行复〔2019〕21 号《行政复议决定书》

是以“主要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撤销被申请人第一次的不

予认定工伤决定，并非直接认定卢某某因病死亡属于工伤。在收

到云浮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决定书》后，被申请人依法进行了

补充调查收集证据。其中补充调查收集的学校分管领导、办公室

主任、高三级级长、级长助理、地理备课组组长、当晚晚修值班

班主任等人《工伤事故调查笔录》，补充调查事发现场的 2 名同

事及市中医院参与抢救的 2 名医护人员的《工伤事故调查笔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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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云浮市中医院病历信息》，这些证据均证实了卢某某在

2019 年 3 月 21 日凌晨没有加班任务，病发时并不处于加班工作

的状态，而是在睡觉休息的状态，不属于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

不应当认定为工伤。被申请人重新作出的《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

（云人社工不认字〔2019〕03 号）与云浮市人民政府云府行复

〔2019〕21 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并不违背。

综上所述，被申请人作出的《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云人

社工不认字〔2019〕03 号）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

法，适用法律正确，请云浮市人民政府依法予以维持。

被申请人云浮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在法定期限内提交

了以下证据：

证据 1，工伤认定申请表、关于为已故教师卢某某申请认定

工伤的函、云浮市引进高层次人才审批表、卢某某身份证、《居

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4400002017632924）、遗体火化

证。证明：申请人提出工伤认定申请、提交书面工伤认定申请资

料。

证据 2，工伤认定受理决定书、工伤认定申请受理决定书签

领登记表。证明：被申请人受理工伤认定申请并向申请人和职工

家属送达。

证据 3， 2018-2019 学年第一学期高三年级课程表

（2019.2.17）、邓发纪念中学 2018-2019 学年第一学期任课分

工表、邓发纪念中学 2019 届高三级 3 月考监考表、高考总复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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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设计知能分级练（高三 12 班邓敏）、高考总复习南方凤凰

台二轮提休导学案。证明：卢某某的工作安排。

证据 4，关于协助调查并提供工伤认定证明材料告知书（市

邓发纪念中学）、送达回证。证明：被申请人依法依职权要求申

请人提供证据材料。

证据 5，崔立双工伤事故调查笔录 2 份、身份证。证明：被

申请人依法依职权向证明卢某某 3 月 19 日身体不适、加班证人

调查取证。

证据 6，工伤事故调查笔录、身份证。证明：被申请人依法

依职权向卢某某分管校领导、高三级级长、级长助理、地理备课

组组长及3月20日晚卢某某晚修值班所在班级班主任调查取证。

证据 7，工伤事故调查笔录。证明：被申请人依法依职权向

参与急救现场人员调查取证。

证据 8，关于调取卢某某现场抢救记录的函（市中医院医务

科）、云浮市中医院病历信息、工伤事故调查笔录、身份证。证

明：被申请人依法依职权向参与急救医疗机构调查取证。

证据 9，工伤认定举证通知书、工伤认定举证通知书签领登

记表。证明：被申请人根据案情需要，向申请人了解事发经过。

证据 10，黄某某证言及身份证、结婚证。证明：申请人举

证。

证据 11，黄某某工伤事故调查笔录。证明：被申请人根据

案情需要，对申请人了解事发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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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据 12，关于提交佐证资料的有关情况说明。证明：申请

人举证。

证据 13，关于协助提供工伤认定证明材料告知书、送达回

证。证明：被申请人根据案情需要，要求申请人对其主张举证。

证据 14，关于试卷、作业等佐证资料的情况说明、崔立双

《证明》、市邓发纪念中学《证明》。证明：申请人举证。

证据 15，《工伤认定案件征求意见呈批表》《不予认定工

伤决定书》、工伤认定决定书送达回证、EMS 邮政快递投递明细。

证明：被申请人依法依职权作出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并送达给双

方当事人。

第三人未答复举证

本府查明：

卢某某是云浮市邓发纪念中学地理教师，负责该校高三年级

两个班的地理课教学。2018 至 2019 学年第一学期，卢某某的工

作安排是每周十节课、两次晚修坐班。晚修坐班自 18:30 至

21:20，负责班级晚读任务的指导巡视和维持秩序、解答学生问

题。考试后，卢某某负责扫答题卡改卷，约半个小时以内可以完

成。

2019 年 3 月 20 日，根据工作安排，卢某某在上午 9 时至 11

时 30 分监考语文月考和晚修坐班。晚修坐班结束后，卢某某回

到教室宿舍。学校未安排卢某某晚修后加班，地理备课组也未安

排卢某某加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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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3 月 21 日凌晨 2 时 10 分许，卢某某在学校宿舍无

明显诱因下突然无明显意识下大声叫喊，随即不省人事，无抽搐，

无口吐白沫，神志一直呈昏迷状态，卢某某家属和同事随即呼叫

120 急救并予以人工呼吸和按压人中。约 20 分钟后，医生赶到

现场抢救，发现卢某某已经昏迷状态，无脉搏和呼吸心跳，瞳孔

散大，对光反射消失。经抢救，医生于 3 时 10 分宣布卢某某死

亡。

云浮市中医院病历信息显示，卢某某既往慢性咽炎病史，近

日咽部不适，无高血压、糖尿病等病史。参与抢救医生认为，卢

某某病因未明确，但不可能是慢性病，而是属于呼吸心跳骤停，

是急性发病。《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4400002017632924）

记载卢某某死亡原因为心源性休克。

卢某某去世后，教学任务由其他教师负责，但没有未完成的

试卷和作业需要同事跟进，卢某某家属未提供批改的作业和试

卷，学校处理丧葬事宜相关人员也未处理卢某某的遗物。申请人

黄某某提交的电脑截屏显示，卢某某使用的电脑，最后的文件修

改时间为 2019 年 3 月 20 日 14 时 34 分。

2019 年 4 月，申请人黄某某向被申请人云浮市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局申请卢某某工伤认定。2019 年 6 月 18 日，被申请人

云浮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云

人社工不认字〔2019〕02 号）。

申请人黄某某不服该不予认定工伤决定，向本府申请行政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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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本府于 2019 年 9 月 27 日作出云府行复〔2019〕21 号行政

复议决定，认为被申请人云浮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不

予认定工伤决定书》（云人社工不认字〔2019〕02 号），事实

不清、证据不足，决定予以撤销并责令被申请人云浮市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收到行政复议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重新作出决

定。

被申请人云浮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收到本府作出的行

政复议决定后，再次进行调查取证，并于 2019 年 12 月 9 日作出

的《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云人社工不认字〔2019〕03 号）。

申请人黄某某不服该不予认定工伤决定，再次向本府申请行政复

议。

另查明，被申请人云浮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向申请人黄

某某送达的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未加盖任何印章。

本府认为：

本案的焦点在于被申请人云浮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

出《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云人社工不认字〔2019〕03 号）

是否合法。

一、关于事实和证据

根据在案证据，卢某某于 2019 年 3 月 21 日凌晨 2 时 10 分

左右在教师宿舍突发心源性休克经抢救无效死亡，既不在工作时

间，也不在工作岗位。被申请人云浮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

出不予认定工伤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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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卢某某的发病时间。虽然有证人陈述卢某某在 2019 年

3 月 19 日提及身体不适的证言，但不足以认定卢某某在 2019 年

3 月 19 日就突发疾病并在 2019 年 3 月 21 日凌晨死亡。首先，

卢某某自述的身体不适，指向不明、含义不清，无法确定与心源

性休克的关联。其次，医院病历信息显示卢某某有慢性咽炎史，

死亡的近日咽部不适，无高血压、糖尿病等病史，结合参与抢救

医生认为卢某某属于呼吸心跳骤停和急性发病的证言和其他在

案证据，可以排除卢某某在 2019 年 3 月 19 日提及的身体不适与

心源性休克的关联，足以认定卢某某在 2019 年 3 月 21 日凌晨在

学校宿舍突发心源性休克疾病。

关于工作时间、工作岗位。在案证据足以认定卢某某不是在

工作时间、工作岗位突发心源性休克疾病。首先，多个证人均证

实学校未安排卢某某 2019 年 3 月 20 日晚修后加班，地理备课组

也未安排加班。其次，卢某某去世后，没有未完成的试卷和作业

需要同事跟进，未见卢某某拿回宿舍批改的作业和试卷。再次，

卢某某使用的电脑显示最后的文件修改时间为2019年 3月20日

14 时 34 分，最后，多个证人均证实在抢救卢某某的时候，申请

人黄某某自述卢某某在睡觉的时候发病。因此， 2019 年 3 月 20

日至 21 日凌晨发病期间，卢某某既未加班，也未在宿舍批改纸

质作业、试卷，更未通过电脑从事工作，2019 年 3 月 21 日凌晨

突发心源性休克疾病并非在工作时间、工作岗位。

二、关于适用依据和不予认定工伤的内容是否适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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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某某于 2019 年 3 月 21 日凌晨 02:10 分左右在教师宿舍突

发心源性休克经抢救无效死亡，既不在工作时间，也不在工作岗

位发生，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

项及《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第十条第（一）项“在工作时间和

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四十八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

的”规定的情形，被申请人云浮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不

予认定工伤决定书》（云人社工不认字〔2019〕03 号），决定

不予认定视同工伤，适用依据正确，内容适当。

三、关于程序

被申请人云浮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向申请人黄某某送

达的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未加盖任何印章,送达该份文书不能体

现被申请人云浮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将工伤认定的决定书

面通知申请工伤认定的职工近亲属。被申请人云浮市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局未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伤保险条例》第二十条第

一款之规定，将工伤认定的决定书面通知申请工伤认定的职工近

亲属，违反法定程序。虽然被申请人云浮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局作出《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云人社工不认字〔2019〕03

号）违反法定程序，但申请人黄某某知道被申请人云浮市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不予认定工伤决定的内容，也可以通过被申

请人云浮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获取规范的不予认定工伤决

定书。因此，被申请人云浮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不予

认定工伤决定书》（云人社工不认字〔2019〕03 号）违反法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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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但对申请人黄某某的权利不产生实际影响。

综上所述，被申请人云浮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不

予认定工伤决定书》（云人社工不认字〔2019〕03 号），认定

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依据正确，内容适当，虽然违反法定

程序，但对申请人黄某某的权利不产生实际影响。撤销该不予认

定工伤决定或者确认违法并责令被申请人云浮市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局重新处理本案申请工伤认定，不利于维护行政相对人的

合法权益，不利于及时稳定法律关系。因此，应当确认被申请人

云浮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云

人社工不认字〔2019〕03 号）违法，保留法律效力，无须责令

重新处理。

本府决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

（三）项第 3 目之规定，确认被申请人云浮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局于 2019 年 12 月 9 日作出《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云人社

工不认字〔2019〕03 号）违法，保留法律效力。

申请人、第三人如不服本行政复议决定，可以自收到《行政

复议决定书》之日起 15 日内，以云浮市人民政府、云浮市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为共同被告，向云浮市云城区人民法院提起行

政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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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浮市人民政府

2020 年 4 月 15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