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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記

者江鑫嫻及新華社報道)

據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
部副部長楊志明介紹，
人保部將啟動三年基本
解決農民工工資拖欠專
項行動，爭取今年10個
左右省份實現農民工工
資基本無拖欠，明年實
現一半以上的省份基本
無拖欠，後年實現全國
基本無拖欠的目標。

楊志明表示，實現職工特別是農民工工
資基本無拖欠的目標，進一步健全保障工
資支付長效機制，當前重點是要在拖欠工
資問題突出的建設領域和容易發生拖欠的
行業普遍建立工資保證金，在近年來發生
工資拖欠較多的市縣探索建立應急周轉
金，建立建築總承包企業負責解決分包企
業欠薪責任制度，建立對欠薪逃匿行為的
行政司法聯動打擊機制，完善欠薪案件處
置屬地政府負責制。

欠薪高發區域 籌設應急周轉金
楊志明還表示，人保部還將配合司法機

關做好刑法修正案關於「惡意欠薪罪」規

定的落實，積極通過各類新聞媒體加大宣
傳，增強對惡意欠薪行為的震懾力度。各
地有亦積極建立「兩金三制」體系，即在
建築業建立工資保證金、在拖欠農民工工
資的多發地建立欠薪應急周轉金，實施一
級建築承包企業解決分包企業欠薪制度、
行政司法聯動打擊欠薪逃匿制度和地方政
府負總責制度，保障農民工的合法權益。
同時，還積極推進農民工勞動用工備案制
度建設，促進了對包括農民工在內的勞動
用工的動態管理。截至目前，全國共有
216個城市和地區開展了勞動用工備案工
作，包括農民工在內的備案人數達到
5,123萬人。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記者江鑫嫻及新華社報道)

中國近年來不斷加大農民工工資清欠力度，有效

地遏制了國際金融危機以來拖欠農民工工資反彈

的勢頭。中國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國家發展

和改革委員會、公安部等9部門召開會議，要求依

法嚴厲打擊惡意欠薪等勞動用工領域犯罪行為，

10人以上的集體勞動報酬爭議要當天立案並在7日

內結案。

11月4日 數百民工手持討薪的牌子來到廣東湛江麻章
區「南亞酈都」樓盤售樓中心門前，向開發
商榮盛廣東房地產有限公司討要工錢。

10月27日 廣東省東莞東城高梵酒店傢具有限公司200
餘名員工，因為老闆深夜走佬，擔心工資無
法收回，封堵莞長路討說法，造成該路段大
塞車。

1月15日 河北省遵化市200多名農民工被開發商拖欠
近250萬元人工，在長期討薪無門之下，到
遵化市政府前下跪，請求當局處理事件。

資料來源：香港文匯報資料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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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南方日報》報道，人
社部與最高法日前在廣東聯合調研制定司法
解釋，「拒不支付勞動報酬罪」成立條件擬
定為欠單個勞動者薪金5,000元至3萬元以
上。記者從廣東省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廳獲
悉，廣東省首例「拒不支付勞動報酬罪」在
惠州審結完畢，惠州市惠陽區法院以「拒不
支付勞動報酬罪」判處楊某均有期徒刑10個
月，並處罰金人民幣2萬元。
今年年初，《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正案

(八)》出台，「拒不支付勞動報酬罪」引起
社會廣泛反響，被認為是懲治欠薪惡行的
「尚方寶劍」。但由於相關司法解釋尚未出
台，各地運用這一法律武器懲治欠薪行為的
案例還不多見。
日前，人社部與最高法在粵聯合調研製定

司法解釋，「拒不支付勞動報酬罪」成立條
件擬定為欠單個勞動者薪金5,000元至3萬元
以上。廣東省勞動監察局有關負責人表示，
一旦定在上述數額，將對企業「欠薪」行為
起到極大的震懾作用。

惠州案例成範本
廣東省人社廳勞動監察局有關負責人表

示，惠州首例判決案例出台，為廣東運用

「拒不支付勞動報酬罪」打擊惡意欠薪提供
了可操作的範本。今年3月，重慶人楊某均
與項目承包商林某簽訂協議，承攬惠州南站
附近某路基工程，工程款為8萬餘元。雙方
簽署協議：施工期間先付七成，另外三成待
工程驗收合格後才支付。其間，林某支付了
工程款6.9萬元。不過，楊某並未將此款作為
工資發放給工人。為此，一宗涉及25名工
人、總計10萬餘元工資的勞動糾紛事件就此
產生。9月底，惠州市惠陽區法院依據《中
華人民共和國刑法》有關法規，以「拒不支
付勞動報酬罪」判處楊某均有期徒刑10個
月，並處罰金人民幣2萬元。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網報道，歲末年初，為確保農民工
按時足額拿到工資，江蘇省蘇州市即日起開展農民工工資支
付情況專項檢查活動，重點加強對勞動密集型企業的檢查力
度，企業老闆拖欠農民工工資，情節嚴重者將判處7年有期
徒刑。
此次專項檢查重點是建築施工、鐵路建設、船舶修造、加

工製造、餐飲服務等行業；重點區域是房產和鐵路建設施工
工地、沿江船舶修造企業集聚區、城郊結合區等；重點企業
是租賃廠房和設備經營企業、勞動密集型企業、近期生產經
營發生困難的企業，以及近兩年以來曾因欠薪引發集體投
訴、集體勞動爭議或群體性事件的企業等。
據蘇州市人社局相關負責人介紹，如果檢查中所涉金額特

別巨大，經政府有關部門責令支付仍不支付的，將移交公安
部門，依法判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並處或者單處
罰金；造成嚴重後果的，處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並處
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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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江鑫嫻

北京報道) 如何有效防止欠薪

案例的多發、避免以極端方式

討薪案的出現？多位專家認為，

在歲末年初，欠薪案例發生會呈現

走高的趨勢。是次九部委發文要

求，超10人集體討薪須一周內結

案，這是整治欠薪的一項鞏固政策，主要針對

房地產等近期相對「不景氣」的行業。未來需

根據《勞動法》盡快出台相關法律法規細則，

根本遏制惡意欠薪。

四原因致企業惡意欠薪
有分析稱，企業惡意欠薪主要原因在於：一

是有法不依；二是有的企業留不住人，以欠薪

的方法「留住人」；三是國家立法對欠薪行為

沒有形成一套強有力的制裁措施和制度；四是

勞動關係調整機制以及勞動爭議處理制度上的

缺陷，導致農民工追討欠薪十分艱難。作為在

市場經濟下運作的企業，必須遵守市場法則，

更不能欠職工賴以生存的工資。

社科院社會學所研究員樊平在接受本報採訪

時表示，政府有關職能部門，必須加大常態執

法力度，使欠薪案例進一步減少。樊平表示，

近幾年來，內地各級政府和工會把職工工資支

付作為切實維護職工合法權益、維護社會穩定

和構建和諧社會的重要工作來抓，以及兩年來

《勞動合同法》的有力落實，欠薪案例逐年減

少。然而不可否認，極少數企業還存在惡意欠

薪現象，須引起高度的重視。

相關企業瀕倒閉風險
有法律專家認為，一方面農民工可以借助勞

動仲裁或司法訴訟解決欠薪問題，另一方面，

立法體系應修改和完善，目前中國關於工資支

付的法律法規及規章，存在立法層次低、對拖

欠工資的違法行為處罰力度不夠等問題。

另外，樊平表示，隨㠥國家對房地產和鋼鐵

行業的結構調整，未來這些領域的就業形勢將

十分嚴峻，除了防止企業惡意欠薪外，還需關

注相關企業倒閉風險，關注農民工持續性收入

發展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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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東重拳治欠薪 拒付五千元或定罪

蘇州嚴查企業欠薪
剋扣薪金者囚7年

九部委齊發力

■「別讓血汗工錢飛」一度成為農民工今
年的討薪潮語。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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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產商追
討欠薪。

美聯社

人保部：力爭2013年全國零欠薪

追討欠薪如超過10人 須當天立案一周結案

元旦、春節將至，受國家宏觀調控銀根緊縮、人工工資
上漲等因素影響，企業資金普遍緊張，拖欠農民工工

資引發的各種矛盾進入高發、敏感時期，清欠形勢相當嚴
峻。

政府充當「追債人」 代替農民工討薪
為此，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國家發改委、公安部等9

部門日前聯合部署，要求各地在2012年元旦、春節前保障農
民工工資支付，確保工資基本無拖欠。對於勞動報酬爭議事
件，人保部要求各地限時處理集體勞動報酬爭議和小額爭
議。10人以上集體勞動報酬爭議，當天立案並在7日內結
案，其中人均涉案金額1,000元以上的案件，由仲裁委員會主
任掛牌督辦。
據了解，全國各地加大幫助農民工的力度，通過各種措施

保障農民工工資按時足額發放。其中，截至11月份，安徽省
合肥市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與城鄉建設委員會聯合建立的
建築行業農民工工資保障金金額已達9.2億元，保障全市建築
企業農民工工資的發放，政府墊付工資後將充當農民工的
「追債人」，代替農民工追討工資。

江蘇省泰州市日前啟動了勞動監察「半小時維權服務
圈」：受理的舉報投訴半小時內分配到承辦人；承辦人在接
受後半小時內到達用人單位調查了解承辦事項；對重大欠薪
逃逸的投訴，專職監察員半小時到達現場。

設立「綠色通道」 維護農民工權益
廣東省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廳、廣東省勞動人事爭議仲裁

委員會聯合下發緊急通知，力爭春節前基本審結拖欠農民工
工資爭議，做好農民工維權工作，保障農民工及時領取應得
的勞動報酬。
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副部長楊志明表示，中國近年來不

斷加大農民工工資清欠力度，有效地遏制了國際金融危機以
來拖欠農民工工資反彈的勢頭。據統計，中國的勞動保障監
察機構2008年追發勞動者工資等待遇83億元，2009年為89.2
億元，2010年為99.5億元。
楊志明介紹，為加大農民工工資清欠力度，全國各級勞動

爭議仲裁機構專門建立了方便農民工勞動爭議申訴的「綠色
通道」，採取簡易程序對小額勞動報酬爭議案件實行終局裁
決、先予執行。
此外，為了更好地維護農民工的勞動權益，中國開展了小

企業勞動合同制度專項行動計劃，大力推廣適用農民工的簡
易勞動合同文本。截至2010年底，中國規模以上企業農民工
勞動合同簽訂率達到90%以上，中小企業農民工勞動合同簽
訂率也達到了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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