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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破产法上劳动债权的优先性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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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破产法上的劳动债权具有优先权的属性，其与担保债权在破产清偿顺序上存在冲

突。为保护劳动者的基本人权，在我国当今国情条件下，有必要将其优先于担保债权得到清偿，以

维护社会稳定和实现公平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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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破产法的出台已紧锣密鼓。去年审议的《破产法(草

案)》中提出了劳动债权的概念，并在二审稿中规定了将劳动

债权作为优先清偿破产费用和共益债务后的第一顺序来清

偿，突出了其优于担保债权的地位。本文拟就劳动债权的法

律属性、立法基础及清偿顺位等问题作一探讨。

一、破产法上劳动债权的法律属性

(一)劳动债权的含义及其构成范围

劳动债权是一个笼统的概念，它是指雇员基于劳动，．=系

而对雇主所享有的各种请求权的总和。其具体范围各国规定

有所不同，但一般包括受雇人的工资、各种非工资形式的报

酬、补偿金等。依我国<民事诉讼法》第204条及《企业破产法

(试行)》第37条的规定，劳动债权的范围仅限于职工工资和

劳动保险费用。2002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审理企业

破产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若干规定》)在上述范

围外，增加了劳动者补偿金、非正式职工劳动报酬、职工集资

款三项(《若干规定》第56、57、58条)，扩大了劳动债权的范围。

去年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新破产法草案中首次明确提

出了劳动债权的概念。它是指因破产宣告前的劳动关系而发

生的债权，包括破产企业所欠职工工资和欠缴的基本社会保

险费用，以及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支付给职工的补偿金等

其他费用，但依政策性破产由破产企业土地使用权转让所得

用于安置职工的职工安置费用除外。

(二)劳动债权的优先权属性

从大陆法系各国民法典的规定来看，劳动债权涉及的各

项权利属于优先权制度的范畴。优先权制度源于罗马法，罗

马法中的“法定设定的担保物权”，被认为是优先权制度的早

期称谓和表现形式，是民法上优先权制度的雏形。[1 3近现代意

义上的优先权制度肇始于法国民法典，随后日本民法典、意大

利民法典、阿尔及利亚民法典、瑞士民法典等都不同程度地对

该制度进行了移植＆学界对优先权的理解有广狭义之分，狭

义上的优先权就是优先受偿权，是指根据法律规定的特种债

权人就债务人的全部或部分财产优先受偿的担保物权。广义

上的优先权包括优先受偿权、优先购买权、优先承担权、优先

通行权等等。[21狭义上的优先权包括抵押权、质权、留置权等

担保物权和诸如共益费用、工资报酬、税收等特种债权上的优

先权。而工资、报酬等属于特种债权性质的劳动债权，各国在

民法典中均将其作为一般优先权加以规范。

英美法系没有明确的物权概念，也没有统一的优先权制

度，但是在一些留置权中却包含着优先权的内容。英美两国

除了名为留置权的优先权以外，在遗产管理破产公司清算和

其他场合中，对特定债权人的权利请求规定了优先权，b1并在

各自的破产法中，通过对特殊债权优先清偿顺位的规定，确立

了破产法上的优先权制度，包括规定无担保的诉求如破产费

用、雇员工资及福利等优先于其他诉求得到清偿。我国台湾

民法典对优先权未设规定，仅在特别法中有规定。其中，《矿

场法》第15条规定了矿工工资优先权。

我国《民法通则》对劳动债权优先权制度未作规定，但在

《民事诉讼法》和《企业破产法(试行)》中将其作为特殊债权的

清偿顺序予以了规定，目前在学者起草的《物权法草案建议

稿》中也有所体现。L41

对优先权的性质学者看法各异，归纳起来主要有两种观

点：优先权为法定担保物权；¨1优先权为具有担保物权性质的

独立的民事权利。[61笔者认为后一观点更为可取。因为优先

权制度是国家立法政策取向的结果，它是立法者直接对社会

资源分配的干预，使在法律上需要受到特别保护的特种债权

依法优先受偿的一种法定权利制度，因而打破了传统民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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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债权平等的原则，甚至有时具有击穿抵押权或质押权等

担保物权的效力。但归根结底，优先权体现的又是某些债权

的特殊效力，所以不能与物权或债权同日而语。国外立法例

上在民法典中对工资、报酬等劳动债权优先权作了一般规定，

同时在民事特别法上对其作出了具体规定。

二、劳动债权优先权的立法基础

优先权作为一项注重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政策性

极强的立法制度，体现了一个国家在一定历史时期的社会政

策与道德要求，以实现实质上的公平与正义。近年来，随着劳

动者工资无着对于社会的危害性日益突出，以严格的法律责

任来规范劳动者工资支付，已成为各国共同的立法选择。劳

动债权优先权的立法基础主要包括：

(一)劳动者基本人权保障的实现

从《法国民法典》以来，近现代民法典无不蕴含着以人为

本、人权至上的理念。在其思想的指导下，法律虽然要以其强

制力保障每一个债权得到实现，并以此维护整个社会的信用

体系。但是，当这一目标与人的尊严和生命健康权等基本人

权相冲突时，法律就必须遵循“利中取大”的利益衡量法则，依

人身权优于财产权保护的原则做出选择，对那些与保障人权

相关的债权给予特别的保护。工资、基本社会保险费用等权

利是涉及人权保护的基本宪法权利，是劳动者的辛勤血汗和

维持基本生存的依赖，而且由于劳动力商品的特殊性决定了

其成为劳动者人权的基石。将其作为优先于其它债权，甚至

担保物权优先清偿，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立法思想。

(二)社会公共政策的要求

赋予劳动债权以优先权性质的公共政策原因如下口】：首

先，劳动力市场的供需状况以及劳动合同中劳动者的谈判地

位决定了劳动者在供需双方市场上处于劣势。其次，工资拖

延具有客观可能而相应风险防范手段却先天欠缺。第三，人

力资本分类所决定的工作转换机率低，使劳动者固守在原企

业并遭受拖欠工资的可能性增大。第四，工作转换的成本代

价决定了职工对企业的“人身依附”现状。最后，由于企业破

产对劳动者来说不仅意味着可能丧失未获支付的工资，而且

将失去工作和未来的收入，这对于靠其固定收入来维持生计

的劳动者来说无疑是难以承受的风险。

(三)实现公平和对经济弱者以特别保护的功能

各国民法无不以平等为原则，但民法上的平等仅为形式

上的平等，并不能限制主体问因经验、智力、机遇、社会地位等

各种因素所造成的实质上的不平等。如果任由这种不平等发

展加剧，矛盾的激化会为社会发展埋下隐患，经济也难以得到

稳定持久的发展。因而通过法律制度的设置，赋予处于经济

弱势地位的劳动者的劳动债权以优先权，实现了社会公平的

价值目标。虽然这些特殊群体所享有的债权数额通常较少，

但却直接关系到权利人的基本生存保障。如果与其他债权人

(如银行)的巨额债权平等甚至次后于其受偿，无异于剥夺了

工人的血汗钱和救命钱。因而，劳动债权的受偿顺位直接决

定着劳动者利益能否真正兑现。当今各国加大在雇主无偿付

能力情况下保护工人债权力度的呼声也日益高涨。正是在此

背景下，1992年召开的国际劳工组织第79届会议，在充分听

取世界各国的建议后，拟订了《在雇主无偿付能力的情况下保

护工人债权的公约草案》和《关于在雇主无偿付能力的情况下

保护工人债权的建议书草案》。这两个草案突出了两点，一是

规定了保护的最低限度的债权，强调“给予工人债权的优先权

的登记应高于其他绝大部分优先债权，并特别高于国家的和

社会保障制度的债权”；二是提出了通过担保机构保护工人债

权的制度设计。L8 J

三、劳动债权的优先清偿顺位

劳动债权优先权的清偿顺位究竟如何?当其与其他优先

权尤其是担保债权冲突时何者为先?我们通过考察国外劳动

债权优先权的清偿顺位，并结合我国的具体国情，分析劳动债

权优先权应有的地位。

(一)各国劳动债权优先权的清偿顺位

由于经济、法律和历史传统的不同，各国在劳动债权优先

权制度的具体设置上存有较大差异。制定了民法典并在其中

明确规定了优先权制度的国家，如《法国民法典》第2101条第

4项将工资(报酬)列为动产一般优先权，同法第2104条第2

项又将工资(报酬)列为不动产一般优先权，故工人的工资(报

酬)优先权在法国实质上对债务人的全部财产包括担保财产

均具有效力。《日本民法典》第306条将受雇人报酬列为次于

共益费用的第二顺序的一般先取特权。第335条同时规定，

优先权人须先就债务人设定担保的动产受清偿，不足部分以

债务人其他非特别担保标的财产清偿。在依前述程序清偿后

仍不能满足的，方得就债务人的其他财产受偿。巴西去年12

月14日通过了在议会一直搁置了11年的企业破产法修改草

案，将有关破产保护申请条款改为庭外和议和法庭判决。其

中，法庭判决包括，法院宣布企业破产后，依次按下列顺序清

偿：3．9万雷亚尔以下的职工欠款；以动产和不动产担保偿还

银行的债务、所欠税收、其它债务。《意大利民法典》第2751条

附加条将酬金和佣金、法定社会保障金和保险金等债权作为

享有动产一般先取特权的债权。《澳门民法典》第732条第1

款C项将受雇人因劳动合同而产生的债权规定为动产一般优

先权。《阿尔及利亚民法典》则于第993条第1项对工资优先

权作出了规定，将其列为动产一般优先权与特别优先权，对债

务人的全部动产或不动产享有优先权。

其他没有在民法典统一设立优先权制度的国家，也在民

事特别法中对劳动债权的清偿作出了规定。如《德国破产法》

规定，抵押财产不属于破产财产，劳动债权由破产财产清偿。

瑞士联邦政府1997年1月颁布了新的《瑞士联邦债务清算与

破产法》，其中规定，与职工利益相关的工资、养老保险、意外

事故保险等债权在担保财产之外破产费用之后清偿。比利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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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产法》于1999年修订，其破产程序同德国类似，抵押债权

优于职工工资受偿。我国台湾地区“矿场法”第15条规定：

“矿业权者于歇业或破产时，应尽先清偿所欠矿工工资”。“最

高法院”有关司法解释认为，矿工工资虽优先于一般债权，但

其效力仍在抵押权等一般担保物权之后。①

《英国破产法(1986)》对英国破产公司须遵守的法律事宜

进行了明确规定。当企业破产时，银行有权处置该抵押品，用

以抵补所贷款项。在银行完全获得赔偿后如有富余的，将余

额归还破产企业。银行若不行使处置权，则演变为普通债权，

必须在对优先债权人进行赔偿之后，才赔偿债权银行。员工

的薪金属于优先债权的范围。美国破产法中虽然未使用劳动

债权的概念，但将雇员的工资及报酬、福利认定为无担保债权

的一部分。工人享有的这些无担保债权是有优先权的，以此

区别于普通的无担保债权。

综上观之，各国对劳动债权优先权的清偿顺位各不相同，

且根据具体的国情需要处于不断的发展变化之中。将劳动债

权优先于担保债权受偿的立法的国家也不在少数。由于优先

权制度的设置本带有极强的政策导向性，因而劳动债权于担

保债权究竟何者为先，完全是立法者基于特定历史时期的国

情需要所做出的社会公共政策选择，并无固定模式可循。

(二)我国破产法上劳动债权的优先清偿顺住

去年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破产法(草案)》在二审

稿第127条中，明确规定了劳动债权的优先受偿地位，即在企

业破产后，企业所欠职工的工资和基本社会保险费用，以及法

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支付给职工的补偿金作为第一顺序先

于担保债权受偿，打破了长期以来担保债权在破产清算中的

绝对优先地位，引发了激烈的争议。不少学者认为，将破产企

业所欠职工工资、基本社会保险费用及补偿金放在担保债权

之前清偿，打破了传统民商法的基本理念，违反了“物权优于

债权”的基本原则，动摇了担保制度的基础，不利于社会诚信

体系的建立。归1同时，加大了银行资产运营的风险，银行势必

提高融资成本和条件，在贷款方面更为谨慎，相应地会造成企

业贷款更难的状况，而且不符合国际惯例。[1们笔者认为破产法

上劳动债权应优先于担保债权清偿。

首先，劳动债权优先于担保债权清偿并不违反传统民商

法“物权优于债权”的基本原则。“物权优于债权”，是针对同

一物上有物权和普通债权时的受偿原则。劳动债权优先权是

一种特殊的债权(先取特权)，是国家立法政策取向的结果，旨

在破除一般债权平等的原则，使在法律上需要受到特别保护

的特种债权依法优先受偿的一种法定权利制度，其效力强大，

可以优先于其它债权人，甚至对抗担保物权债权人。此外，劳

动债权并非一般的债权，而是物化的债权，是具有担保物权性

质的独立民事权利，立法完全可以赋予其优于其他债权、甚至

物权的地位。

其次，认为加大职工权益保护力度将会加大银行资产经

营风险的观点过于危言耸听。一方面，虽然劳动债权承载着

较大的政策性功能，但其所担保的债权数额通常较小，对其他

债权人影响不大。o因此，在国外又被称为“小优先权”。【1¨另

一方面，据央行公布的数据，截至2004年初，我国汽车贷款的

呆坏账已高达近1000亿元，而中国目前汽车类的贷款仅占金

融机构全部贷款余额的1％不到；国家审计署公布的2004年

第6号报告称，经对中国工商银行总行及其21家分支机构

2002年度资产负债损益的真实、合法和效益情况进行了审计，

共查出各类涉嫌犯罪案件线索30起，涉案金额69亿元。c121由

此可见，目前我国金融机构资产经营风险主要还是由于其自

身的风险防范能力差，债权行为管理缺乏规范性造成，并非与

劳动债权清偿的先后顺序存在必然联系。事实上，将劳动债

权置于担保债权之先清偿，不仅不会从根本上影响企业债权

人的利益，而且还将有利地督促银行关注贷款企业的信用和

劳动关系状况，对于已经欠薪、拖欠社会保险费的企业要主动

规避风险、慎重交易，从而促进我国市场经济发展中诚信经济

的良性发展。

再次，从国外情况分析，一方面，对劳动债权优先于担保

债权清偿已有立法先例，如前述巴西、法国、日本等国如是。

另一方面，即使立法规定将劳动债权置于担保债权之后清偿

的国家或地区，也多有较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劳动者的权利

可通过在破产程序之外获得保护。如德国在破产法之外又专

门制订了解雇保障法，企业破产时，职工会得到一笔失业补偿

金(RedundancyPay—mentScheme)。在破产企业重组计划中，如

果职工人数众多，还可以组成债权人组织来为职工争取更多

的权益。[1”又如我国香港地区《破产欠薪保障条例》规定，设立

破产欠薪保障基金委员会，负责管理破产欠薪保障基金。如

遇雇主无力清偿债务而有欠付雇员工资时，雇员只需书面声

明将该数额的优先受偿权转让给破产欠薪保障基金委员会，

即可向委员会提出申请，由该基金先行垫支工资款项。[1副因而

劳动者的权利能够得到根本保障。

最后，我国当前的现实国情决定了劳动债权的特别优先

地位。我国人口众多，产业工人队伍庞大，尤其近几年农民工

人数的增加，企业劳动者大军日益壮大。前文已经分析了工

资、基本社会保险费等劳动债权对劳动省的重要性。企业所

欠职工的工资、社会保险费用不是普通的债权，对于劳动者来

说，这些钱是维持他们生存之必需，是基本人权的保障。对于

身处弱势地位的劳动者．而言，与雇主谈判而为自己之工资设

立约定担保无异于与虎谋皮。而金融机构作为营利性的组

织，其运营的财产是以牟取利益为目的的，加之我国当前社会

保障体系还不完善，没有对失业者形成系统的经济福利政策，

且又缺少国家财政资金的支持。如果劳动者的既得利益不能

得到应有的保障，势必影响到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

步深化。因此，基于“两利相权取其重”的利益考量，我国当前

宜确立劳动债权优先于担保债权清偿的地位。

总之，对劳动债权实行特殊保护，是对劳动者的基本人权

保障，是现代社会法治的基本任务。我国新破产法宜确立劳

动债权优先于担保债权的清偿地位，以利于维护社会稳定和

公平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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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但台湾学者王泽鉴先生则认为，保护劳工系现代社会法治之基

本任务。工资是劳力之对价，是劳工生活唯一之依赖，不具优先于抵

押权之效力，实不足保护劳动者之基本权利。“矿场法”第15条所谓

应尽先清偿工资，应该解释为优先于一切债权及抵押权。参见王泽

鏊：“矿工工资优先受偿权”。载王泽鏊：《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第一

册、第四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98页、第36l页。

②企业破产时劳动债权所占比例仅为全部债务的很小比例。有

人对企业破产案件中对于职工补偿的数额与全部债务作过比较，职工

补偿数额占全部债务的比例仅为十分之一。参见“企业破产，不应让

职工破产”，栽《工人日报》2004年12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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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Priority of Labor Claim In Cllina Bankruptcy Law

UU Wen

(South Westem University 0f Fi衄nce aIld Economics Chengdu 610074 China)

Abstr丑ct Labor claims in ballknlptcy law have tlle quality of priority，which con出cts with secured debts in baTlkrupt order that discharg—

es．IIl order to pmtect the labor’s basic human rights，under cun-ent China眦tional conditions，tIlere is a necessity tllat the dischaIge of labor

claims takes precedence over the secured debts f打maintai工1ing the social stability aIld realizing fair justice．

Key Words labor claim； pri耐ty； secured debt

·学术广角·

健康社会科学：二十一世纪的一个学术前沿

张开宁、刘湘源在《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04年第6期上发表文章认为，健康领域的社会科学研究或社会科学和医学相结

合的健康研究，是一个早就摆在人们面前的问题。然而，时至今日，纵观全球这方面的探索尚属于起步阶段，这两大学科进行

深层次结合的成功范例尚不多见。这其中主要是因为，社会科学与医学之间存在着理论体系、研究方法、操作手段等方面的

区别。就研究人员而论，有的社会科学工作者不懂医学，甚至可能是“医盲”，而医学工作者又可能对社会科学陌生甚至外行。

如何使这两种人员和两种学科不仅仅是“合作”，而且能相互渗透、融合，能在普及性的宣传、服务工作中相互配合，能在深入

且有创新性的理论研究与探索中合二为一，这是健康科学和社会科学结合的本质与核心，也是社会科学与医学结合最终是否

成功的决定性问题。

尽管如此，两种科学工作者和两种学科深层次的结合确实是必要的。可以预期，健康社会科学将社会科学、行为科学及

生物医学联系在一起系统地研究人类健康问题，在解决人类健康所面临的一系列重大挑战和亟待解决的问题方面必将日益

显示出其巨大的潜力。这是健康社会科学迅速兴起和发展的巨大推动力，也是这门新型学科的强大生命力和广阔发展前景

所在。

·宣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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