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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通过论述60周岁以上老年人在遭受人身损害后寻求法律救济遇到的法律困境，剖析共同富裕背景下

亟需以实际情况给予其误工费及被扶养人生活费的原因，从而得出放宽裁量标准存在必要性的结论。 
 
关键词 

60周岁以上老年人，误工费，被扶养人生活费，裁量标准 

 
 

Feasibility Study on Relaxing the  
Discretionary Standards for Lost Work  
Expenses and Living Expenses of  
Dependents for Elderly Persons over  
60 Years Old in Cases of Personal Injury 

Rongye Lin, Lina Wang, Yiru Lin 
Taishun County People’s Court, Wenzhou Zhejiang 
 
Received: Jun. 4th, 2024; accepted: Jun. 27th, 2024; published: Jul. 5th, 2024 
 

 
 

Abstract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legal difficulties encountered by the elderly over 60 years of age in seek-
ing legal relief after suffering personal injury, analyzes the reasons why it is urgent to give them 
the charge for loss of working time and the living expenses of their dependents according to the 
actual situation in the context of common prosperity, and concludes that it is necessary to relax 
the discretion standa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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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就审判实践看，60 周岁以上老年人一般被认定为无劳动能力者，其在遭受人身损害后主张误工费及

被扶养人生活费，一般不被支持或从严支持。但随着社会老龄化的加深，特别是经济欠发达地区，基于

青壮年外出务工人数、60 周岁以上老年人留守比例的不断增加，60 周岁以上老年人作为家庭劳动力已成

为常态。且因近年疫情对青壮年务工收入的影响，60 周岁以上老年人甚至成为家庭收入的主力。课题组

通过对某县社会实际及人身损害案件审理情况进行专题调研，以期探究放宽经济欠发达地区 60 周岁以上

老年人误工费及被扶养人生活费裁量标准的可行性，助航老年人权益保护，避免因伤返贫、因病返贫现

象的发生，为全面推进共同富裕，推进全省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助力司法力量。 

2. 放宽裁量标准的现实需求——劳动力重心转移 

以浙江省某县为例，根据 2020 年某市统计局发布的统计年鉴数据显示，某县人均 GDP 为 46,008 元，

位于全市 12 个区县第 9 位，仅占全市人均 GDP (71,766 元)的 64.11%，占全国人均 GDP (70,892 元)的
64.9%，与第 8 位 53,161 元相差 7153 元。 

某县作为经济欠发达地区，人口老龄化严重，留守老年人人口基数大，第二、三产业基础薄弱，青

壮年本地就业机会少，多为外出务工，这促使家庭负担逐渐向 60 周岁以上老年人转移，老年劳动力比重

在不断增加，认定 60 周岁以上老年人的劳动能力具有现实的紧迫需求。 
(一) 人口老龄化 
国际上通常看法是，当一个国家或地区 60 周岁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 10%，或 65 周岁以上老

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 7%，即意味着这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处于老龄化社会[1]。依据 2020 年第七次人口

普查数据显示，全国 60 周岁以上老年人占比为 18.73%，65 周岁以上人口占比为 13.52%，全国已进入老

龄化社会。而某县常住人口 265,973 人，其中：15 周岁以下人口为 50,662 人(占 19.05%)；15 周岁至 59
周岁人口为 155,686 人(占 58.53%)；60 周岁以上人口为 59,625 人(占 22.42%)；65 周岁以上人口为 43,627
人(占 16.4%)。作为经济欠发达地区，某县 60 周岁以上人口占比高于全国比例 3.69%，65 周岁以上人口

占比高于全国比例 2.88%，人口老龄化更加严重。且与 2010 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全县 15 周岁

以下人口的比重下降 0.32 个百分点，15 周岁至 59 周岁人口的比重下降 3.31 个百分点，60 周岁以上人口

的比重增长 3.63 个百分点，65 周岁以上人口的比重增长 4.25 个百分点。可见，作为经济欠发达地区，

人口老龄化程度相较于经济发达地区更深，且是在不断加深。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深意味着劳动年龄人

口缩减，社会劳动力减弱。对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家庭而言，人口老龄化导致 60 周岁以上老年人缺乏退休

养老的内驱力，致使经济欠发达地区 60 周岁以上老年人务工的比例增长明显，家庭的劳动重心在向老年

人转移。 
(二) 老龄化进一步加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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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经济欠发达地区的第二、三产业基础薄弱，就业岗位少，对青年劳动力人口的粘性低，这

致使经济欠发达地区的青年人口外出务工居多。而 60 周岁以上老年人，基于照顾孙子女、外出务工缺乏

相应接纳产业等现实因素，则多留守本地负担起家庭的部分劳动责任。加之在 2019 年疫情爆发后，社会

经济动荡，家庭青壮年收入下滑，更促使了家庭负担的转移，部分家庭的 60 周岁以上老年人甚至成为劳

动主力。 
另一方面，基于我国施行户籍制度及城乡二元体制，致使流入经济发达地区打工的流动人口，多为

乡村等经济欠发达地区人口，没有相应的居民户口，无法享受经济发达地区的教育、医疗、住房、养老

等公共服务及社会保障[2]。这部分人口在年轻时进入经济发达地区打工，混迹于社会底端，在年老时，

又因无法享受相应福利而被迫返乡，从而形成高龄人口回流的逆城镇化现象，促使经济欠发达地区老龄

化程度的加深。 
这样“青年流出、老年流入”的人口流动模式，使经济欠发达地区的老龄化程度进一步加深。 
(三) 社会保障缺位 
1、养老保险缺位对老年人退休养老内驱力的减弱 
经向某县社保局调取了相关数据，截止 2022 年 12 月底，某县全县退休后享受退休福利或享受养老

保险金待遇的人员有 73,126 人，享受城乡养老保险的有 54,600 人(占比 74.67%)，其他企事业机关单位等

养老保险的有 18,526 人，其中城乡养老保险待遇每月养老金金额平均为 302.48 元。可见，在不考虑男女

退休年龄差异的情形下，相较于经济发达地区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经济欠发达地区在社会保障方面明

显欠缺：参保城乡养老保险的人员基数大，养老金金额极低。而低额的养老金根本难以支撑 60 周岁以上

老年人正常的退休养老生活，这就使得经济欠发达地区的 60 周岁以上老年人缺乏退休养老的内在驱动

力，极大削弱了其退休养老的想法，进而促使 60 周岁以上老年人仍需继续劳动。 
2、工伤保险的缺位减少了务工老年人的受偿可能 
工伤保险年龄限制是 18 周岁到退休年龄，60 周岁以上老年人若继续务工，那么是必然被排除在工

伤保险范围内的，故该部分老年人在务工过程中受到损害，一般仅能提起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向用

人单位主张相应的损失[3]。但现实情况是，向用人单位主张损失的阻力大、成本高。就此情形，浙江省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于 2023 年 7 月 1 日出台了《浙江省用人单位招用不符合确立劳动关系情形的特定

人员参加工伤保险办法(试行)》，将大龄劳动者、实习学生、见习人员、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家政服务人

员、在职村干部、专职社区工作者和群众演员等 7 类人员纳入了工伤保险保障的范围。这是浙江省对包

括大龄劳动者在内的工伤保险保障的一种新的尝试，具有积极的意义。但该办法仍旧存在一定的缺陷：

其一，该规定中大龄劳动者年龄上限为 65 周岁，未包含 66 周岁以上的人员，与部分地区，特别是经济

欠发达地区的现实需求可能存在一定的不匹配，即存在较大数量的 66 周岁以上人员务工情形；其二，该

规定采取用人单位“自愿参保”原则，这可能导致用人单位基于成本等考虑，实际依据规定为这些人员

参保的可能性较低。浙江省该规定的出台体现了政府对大龄劳动者等人员的重视程度在提高，但总体而

言，目前全国范围内 60 周岁以上务工老年人在工伤保险范围内还是缺位的。 
(四) 从事农业人员的调查结果及分析——以某县城农贸市场摆摊人员为样本 
在向某县城三个大型农贸市场摆摊出售蔬菜等农作物的人投放了 100 份调查问卷，收回 76 份，其中

有效问卷 75 份。排除无效问卷后，经过整理汇总数据如下：在摆摊出售蔬菜等农作物的人中，49 周岁

以下有 4 人，50 周岁~59 周岁有 21 人，60 周岁以上有 50 人(占 66.67%)。在该 50 人中： 
1、女性有 41 人(占 82%)，本地户籍 47 人(占 94%)。以务农为主要收入来源有 37 人(占 74%)，其

中每月收入 1000 元以下 36 人，1001 元~2000 元 5 人，2001 元~3000 元 3 人，3001 元以上 1 人，不固

定或未计算 5 人。可见 60 周岁以上老年人以务农为主要收入来源占比高，且该部分人员的收入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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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低。 
2、投保了社会养老保险的有 28 人(占 56%)，其中 1000 元以下 15 人，1001 元~2000 元 9 人，2001

元~3000 元 3 人，3001 元以上 1 人。可见社会养老保险覆盖率不高，养老保险金金额低，不足以支撑退

休后的正常开支，致使 60 周岁以上老年人养老内驱力的减弱。 
3、无其他收入等原因继续务工的有 20 人，补贴家用等原因继续务工的有 27 人，锻炼身体等原因继

续务工的有 3 人。可见 60 周岁以上老年人继续务工主要基于收入方式的缺失以及家庭生活的现实需求。 

3. 老年人人身损害案件的审理情况——以某县为例 

通过对某县人民法院近三年审结的人身损害案件进行分析发现，近年交通事故责任及提供劳务者受

害责任纠纷呈高发趋势，成为人身损害案件的主要构成案由。而其中涉 60 周岁以上老年人案件有基数大、

涉及金额大、致残率高等特点，放宽该类案件的误工费及被扶养人生活费裁量标准具有现实的审判实务

需求。 
(一) 交通事故责任及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案件高发 
2019 年 1 月至 2022 年 9 月，某县人民法院共审结人身损害类案件 466 件，交通事故责任纠纷 410

件(包含 2 件非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件，占比 87.98%)，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 49 件(占比

10.52%)，其余医疗损害纠纷、饲养动物损害责任纠纷、教育机构责任纠纷等共计 7 件(占比 0.5%)。交

通事故责任纠纷与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两类案件高发，历年案件总数波动小，案件发生量平稳(详
见图 1)。 
 

 
Figure 1. Number of personal injury cases in a county in recent three years 
图 1. 某县近三年人身损害案件数 
 

(二) 涉老年人案件占比高、金额大 
以结案日期作为年龄计算基准日，涉 60 周岁以上老年人案件共计 153 件(占比 32.83%)，占比较高。

其中，判决结案 109 件，调解结案 30 件，撤诉结案 14 件。而仅就 139 件判决、调解结案案件看，涉及

标的总额(结案)为 25079473.8 元，平均个案金额为 174352.1 元，涉案金额大，近某县人均 GDP 的 3.8 倍。

若未能及时清偿相应案款，极易导致部分家庭因伤负债，甚至返贫的现象发生。 
(三) 涉老年人案件致残率高 
以前述 153 件涉 60 周岁以上老年人案件为基数统计，涉案当事人未构成伤残的有 60 件，死亡的有

8 件，构成伤残的有 85 件(占比 55.56%)，其中构成多个伤残的有 30 件，致残率较高。构成伤残等级的

案件以八、九、十级为主(详见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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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Number of cases of various disability levels 
图 2. 各类伤残等级案件数 
 

高致残率在加重 60 周岁以上老年人家庭医疗负担、延长其务工空窗期的同时，也极大降低了其再劳

动能力，致使伤后家庭收入水平的下降。 
(四) 老年人“有责”比例较高 
以前述 153 件涉 60 周岁以上老年人案件为基数统计，侵权人责任比例全责的有 93 件(60.78%)，余

为受害者老年人承担同等责任或主次责。可见，60 周岁以上老年人的损失不能完全得到填平，极易加重

其家庭负担，导致因伤返贫的情形发生。 

4. 老年人主张误工费及被扶养人生活费的困境 

(一) 举证困难 
误工费的裁量标准依据法律规定，大致可分为三类：有固定收入的，按照实际减少的收入计算；无

固定收入的，按照近三年的平均收入计算；无固定收入亦无法举证证明三年收入的，参照行业标准计算。

而经济欠发达地区 60 周岁以上的老年人多从事农业、劳务小工等工作，工资结算多以现金结算，且无固

定收入。但依民事诉讼中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规则限制，在审判实践中，60 周岁以上老年人在主张误工

费及被扶养人生活费时，往往难以就此举证。纵观前述 153 件涉 60 周岁以上老年人案件，在误工费及被

扶养人生活费举证方面，当事人一般仅能提供相应村委会的证明，证明其确实存在务工，能够完证明固

定收入或提供近三年收入从而支持误工费及被扶养人生活费的案件极少。 
(二) 审理思路的限制 
60 周岁以上老年人在法律规定上已达退休年龄(男 60 周岁，女 50 周岁，女干部 55 周岁)，在审判实

践中，对该类人员的普遍定义为“受赡养人”、“无劳动能力者”，故而对这类人员主张的误工费及被

扶养人生活费，一般的审理思路是先认定不存在误工费及被扶养人生活费，后在此基础认知上，要求其

进行举证证明存在误工费及被扶养人生活费。而如前所述，本身经济欠发达地区的 60 周岁以上老年人举

证即存在普遍的困难，这样的一种审判思路，更加重了 60 周岁以上老年人的举证难度。就《浙江省高级

人民法院印发〈关于人身损害赔偿项目计算标准的指引〉的通知》第 22 条 1规定看，明确提出“年满 60
周岁”的这样一个年龄分界，可以见得，基于全省普遍的考虑，也认可上述审判思路的普适性。可其实

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22 年，以下简称人身损害司

 

 

1《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印发〈关于人身损害赔偿项目计算标准的指引〉的通知》第 22 条：“受害人有证据证明其年满 60 周岁仍

从事劳动，且因侵权行为而减损收入的，可以根据受害人提交的相关收入证据，结合其年龄、健康状况等因素确定误工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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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解释)第七条 2 对于误工费的规定看，对误工费的计算主要从误工时间和收入状况两个方面进行考虑，

并没有从年龄上对误工费进行限制，60 周岁的年龄分界，仅是审判实践中普遍采用的实务操作。但基于

经济欠发达地区的特殊情况，60 周岁的年龄分界可能并不适用。 
1、社会保障完善程度导致审判观念的差异 
经济发达地区社会福利完善，社会保障制度齐备，60 周岁以上老年人已达退休年龄，开始享受退休

的福利，排除返聘等特殊情况外，继续参与劳动的人较少[4]。故对于经济发达地区的审判人员来讲，“作

为退休人员的 60 周岁以上老年人不应再以劳动者看待”这样的观念更加符合他们的审判预期。所以多数

情况下，经济发达地区的审判人员不会支持或从严支持 60 周岁以上老年人的误工费及被扶养人生活费。

当然，对于经济发达地区而言，这样的审判经验并无不妥，可对于经济欠发达地区而言，就并不适用了。

在经济欠发达地区，因家庭收入的限制和家庭生产生活的需要，60 周岁以上老年人虽已达到退休年龄，

但实际退休养老的情况少见，60 周岁以上老年人普遍都从事着不同程度的劳动。经济发达地区的审判人

员对此可能并没有那么直观的感受。 
2、审判实际促使实务操作的趋同 
基于我国二审终审的审判模式，二审法院多设置在市级等经济发达地区。故对经济欠发达地区涉 60

周岁以上老年人人身损害的上诉案件，往往可能将一审放宽裁量标准的审判做从严裁量的改判。这种情

况最开始也仅是二级审判人员审理观念的差异，但在实务操作中，随着时间的推移，一审判二审改的实

际审判影响，一审审判人员基于二审终审、改判后果等因素的考量，往往会向上级审判观念靠拢，这就

导致对经济欠发达地区涉 60 周岁以上老年人人身损害，一审审判人员在实务操作上向上级审判趋同，从

而采取从严认定的审判操作。 

5. 老年人人身损害案件的审判现状及审理思路 

(一) 经济欠发达地区误工费及被扶养人生活费的审判现状——以某县为例 
以前述 153 件涉 60 周岁以上老年人案件为基数统计，其中支持误工费的有 76 件(占比 49.67%)，未

支持误工费的有 10 件(6.54%)，未主张误工费的有 53 件(43.79%)。未支持误工费的案件中，多为年龄超

70 周岁的情形。而支持误工费的案件中，未提供三年收入证明按农林牧渔业和居民服务业等低标准行业

支持的有 40 件，未提供三年收入证明按私营单位从业人员平均工资标准支持的有 5 件，未提供三年收入

证明，依据案件当事人实际从事行业标准支持的有 11 件(包含建筑业、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
主张工资标准低于农林牧渔业和居民服务业等低标准行业支持的有 17 件，提供三年收入证明后支持的仅

有 1 件。就误工费支持情况看，对经济欠发达地区的涉 60 周岁以上老年人误工费案件，以支持作为基本

的裁判原则从宽认定：对未提供三年收入证明，但能够提供村委证明材料等的，按照最低档行业标准予

以支持；对提供短期银行流水、转账记录等收入证明的，按照实际从事行业标准予以支持。 
以前述 153 件涉 60 周岁以上老年人案件为基数统计，主张被扶养人生活费的案件仅 6 件，其中支持

的 3 件，不支持的 3 件。不支持的 3 件具体情况：一件未写明具体原因，仅以年龄满 60 周岁不予支持；

一件以年满 60 周岁且子女已成年的理由不予支持；一件以主张的被扶养人资格有问题不予支持。支持的

3 件具体情况：一件主张被扶养人为其母亲；一件主张被扶养人为无劳动能力的成年子女；一件主张被

扶养人为其父母及无劳动能力的成年子女。就主张被扶养人生活费的案件数看，社会公众及部分审判人

员的一般认知是年满 60 周岁即不应主张及支持被扶养人生活费，故而导致 153 件涉 60 周岁以上老年人

 

 

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误工费根据受害人的误工时间和收入状况确定。

误工时间根据受害人接受治疗的医疗机构出具的证明确定。受害人因伤致残持续误工的，误工时间可以计算至定残日前一天。受

害人有固定收入的，误工费按照实际减少的收入计算。受害人无固定收入的，按照其最近三年的平均收入计算；受害人不能举证

证明其最近三年的平均收入状况的，可以参照受诉法院所在地相同或者相近行业上一年度职工的平均工资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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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中主张被扶养人生活费的寥寥无几。 
(二) 放宽老年人人身损害案件裁量标准的理论探讨 
依据人身损害司法解释第七条关于误工费的规定看，对误工费的计算没有从年龄上对误工费进行限

制，仅需判断是否存在劳动能力，在存在劳动之情形下即应当支持其误工费。对此，如前所论仅是不同

审级审判人员的观念以及实务操作的差异，导致的从宽与从严问题。就理论上，误工费的支持应不存在

任何的阻碍，即 60 周岁以上老年人若存在劳动能力且因损害导致误工损失就应支持相应的误工费[5]。 
依据人身损害司法解释第十七条 3 关于被扶养人生活费的规定看，对被扶养人生活费主要从抚养人

丧失劳动能力程度的方面进行考虑，亦无年龄上的限制。故在认可 60 周岁以上老年人存在劳动能力的情

形下，在支持其误工费的同时，亦应当支持其被扶养人生活费，即在抚养考量上，有劳动能力的 60 周岁

以上老年人不应当因年龄差异而否认其抚养人地位。但在实务中，基于审判的一贯操作或是默认的规则，

存在这样的情况：在认可 60 周岁以上老年人存在劳动能力并支持误工费时，因其存在子女等情况，应由

子女承担其配偶的主要赡养义务，而排除其对配偶的实际抚养，否认其抚养人地位。对此，课题组认为，

夫妻有相互抚养的义务，这种抚养义务应高于或至少同等于子女对父母的赡养义务，不能因为子女的赡

养义务而排除夫妻间的抚养义务，即 60 周岁以上老年人若存在劳动能力且因伤致残的就应当将其作为被

扶养人之一，支持相应的被扶养人生活费。 
(三) 支持误工费及被扶养人生活费为一般原则，不支持作为例外的审理思路 
对经济欠发达地区的人身损害案件而言，60 周岁以上老年人普遍存在继续劳动的情形。相较于经济

发达地区，从严认定误工费及被扶养人生活费与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审判实际相悖，故对经济欠发达地区

人身损害案件应采取先认定 60 周岁以上老年人的劳动能力，而后在此基础认知上，从宽审查证据并支持。 
但另一方面，经济欠发达地区的涉 60 周岁以上老年人的误工认定虽应一般从宽认定，却又不能一以

概之，在某些情况下，仍应当严格把握：一是已有固定退休收入或已经领取养老保险金的城镇人员，即

便现实情况是其存在再就业之情形，仍不应当支持其误工费及被扶养人生活费的请求；二是在超过一定

年龄时(依据某县人民法院审理案件情况，一般为 70 周岁左右)，即便没有退休工资或养老保险待遇，亦

应当从严认定其误工费及被扶养人生活费请求，在未提供明确的证明材料的情况下，不能草率地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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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被扶养人生活费根据扶养人丧失劳动能力程

度，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标准计算。被扶养人为未成年人的，计算至十八周岁；被扶养人无劳动

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计算二十年。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被扶

养人是指受害人依法应当承担扶养义务的未成年人或者丧失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成年近亲属。被扶养人还有其他扶养人

的，赔偿义务人只赔偿受害人依法应当负担的部分。被扶养人有数人的，年赔偿总额累计不超过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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