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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层层分包，农民工4.7万劳务报酬向谁要？

东莞法院通过“活查封”助企重生

企业活了，员工岗位保住了！

仲裁庭逾期未作出
仲裁裁决怎么办？

Q：仲裁庭逾期未作出仲裁裁决，当

事人可以直接向法院起诉吗？

A：《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办案规则》

第四十八条明确：当事人因仲裁庭逾期

未作出仲裁裁决而向人民法院提起诉

讼并立案受理的，仲裁委员会应当决定

该案件终止审理；

当事人未就该争议事项向人民法院

提起诉讼的，仲裁委员会应当继续处理。

Q：劳动者对仲裁裁决不服的应当

什么时候起诉？

A：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

调解仲裁法》第四十八条，劳动者对本

法第四十七条规定的仲裁裁决不服的，

可以自收到仲裁裁决书之日起十五日

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Q：哪些案件可以裁决先予执行？

A：《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

仲裁法》第四十四条规定，仲裁庭对追索

劳动报酬、工伤医疗费、经济补偿或者赔

偿金的案件，根据当事人的申请，可以裁

决先予执行，移送人民法院执行。

仲裁庭裁决先予执行的，应当符合

下列条件：（一）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关系

明确；（二）不先予执行将严重影响申请

人的生活。

劳动者申请先予执行的，可以不提

供担保。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王艳 通讯员邓

玉廷）“法官，目前我们企业状况逐渐好

转，一定保证按时支付和解款项！”“太好

了，我们工作岗位保住了，干活更踏实

了！”近日，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执行法官

张剑锋在回访一家曾经作为被执行人的

五金公司时，公司老板陈某和员工脸上都

洋溢着笑容。而就在半年前，该公司一度

因为被强制执行，面临停业倒闭的困境。

一个案件牵引出“三方”难处

该五金公司是一家小微企业，由于欠

付设备租金，被一家融资租赁公司起诉并

申请强制执行，该公司法定代表人陈某及

其配偶徐某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保证。

2024年4月，张剑锋接到案件后，按程

序去公司现场进行调查，发现公司在正常

生产，陈某及徐某也在场。2 台被查封的

激光切割机就是公司现场的全部资产，徐

某、陈某表示公司的经营所得是他们的唯

一收入来源。

“法官，我们确实是资金周转困难，员

工工资已经一个月没发了。如果拍卖设

备，公司就没办法继续经营了，能不能帮

我们想想办法？”陈某为难地说。

两名员工也担心道：“法官，如果公司

倒闭，我们的工资怎么办？”

一个“三方”难题摆在了张剑锋面前

——申请执行人需要收回租金，小微企业

要生存发展，员工的生计要有保障。如何

才能在三方之间找到平衡点呢？

“活查封”为执行和解赢得时间

经过对该公司的经营情况进一步深

入调查，张剑锋发现，虽然资金链暂时断

裂，但目前仍有较稳定的订单，每月的经

营收入扣除工人工资等成本后，尚有余款

可以支付给申请执行人。

综合上述情况，执行团队决定对现场

的设备进行“活查封”，查封期间，五金公

司可以正常使用设备进行生产。这样既

能暂时保住工人的就业岗位，也可以让五

金公司筹集更多的款项支付租金。

同时，为了保障申请执行人的合法权

益，执行团队同时委托鉴定结构对查封的

设备进行价值评估。经过评估，查封的设

备价值仅为20余万元，拍卖设备根本无法

足额清偿申请执行人的债权，而且会导致

公司倒闭、员工失业，最终是一个“三输”

的局面。

“我们是做融资租赁生意的，目的是

收回租金，也不希望五金公司倒闭。”在张

剑锋向申请执行人分析不同执行方案的

利弊后，申请执行人的态度有所软化。

“执行和解有希望！”张剑锋坚定了案

件的处理思路。

从“一拍全输”到“多方共赢”

为了打开申请执行人与被执行人的

“心结”，张剑锋多次组织双方到法院沟

通。终于，申请执行人说出了自己的顾

虑，“我们此前已经催了他们半年了，一直

都没有还款，我们对他们失去了信心。”

“我们公司前半年经济情况确实不理

想，没有办法一下子凑出那么多钱来还，

但是我们愿意分期偿还。”陈某态度诚恳

地说。

经过多次背对背调解与共同协商，张

剑锋平衡双方意见剖析利弊，2024年7月

13日，双方当事人最终达成分期履行的和

解协议，被执行人当场支付了7万元。申请

执行人同意解除对被执行人的查封措施及

限制消费措施，并删除被执行人失信名单。

截至2025年1月15日，五金公司已经

分期向申请执行人支付了款项 17 万余

元。目前，五金公司经营状况已好转，如

进展顺利，申请执行人的租金可得足额清

偿，而且，由于经营情况好转，五金公司还

多招了1名员工。

“感谢法院，让企业重获新生！”陈某

看着满载货物的货车驶离公司，眼中充满

了对未来的憧憬。

据了解，去年 ，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

全年共办理灵活查封案件1023件，开具信

用修复证明647份，涉企执行和解3836件，

帮助4751家企业回笼资金13.39亿元。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许接英 通讯员

吴媚）辛苦工作，拖欠的劳务费被推来推

去，各方以工程分包为由拒不支付，农民

工该如何维护自身权益？不久前，广州市

南沙区人民法院审结了这样一起劳务合

同纠纷案件。

华某公司系某地块项目工程的施工

总承包单位。2019 年，华某公司将该工

程的劳务作业部分分包给红某广州分公

司。之后，红某广州分公司、红某公司又

将其中的砌体劳务部分分包给了胡某。

刘某为胡某施工劳务中的班组长，胡某承

包的劳务作业中，既有胡某直接安排工人

完成劳务作业的，也有刘某安排工人完成

劳务作业的。

杨某系进城务工的农民工，跟随刘某

至案涉工地完成劳务作业。经刘某结算，

确认杨某被拖欠劳务报酬47109.5元。

因各方以工程分包、工程款已结算完

毕等理由拒不支付杨某被拖欠的劳务报

酬，杨某诉至法院，要求华某公司、红某广

州分公司、红某公司、胡某、刘某支付其劳

务报酬47109.5元。

广州市南沙区人民法院审理认为，

杨某提交有刘某签名确认的《做工记录》

《计量做工记录》载明其具体的工作时

长、工作项目、劳务报酬计算标准、已收

取的劳务报酬、尚被拖欠的劳务报酬，红

某公司、红某广州分公司、胡某虽不认

可，但并未提交证据证明杨某具体进场

时间、工作时长、工作项目以及约定的劳

务报酬计算标准，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

律后果，故法院依法采纳杨某提供的上

述做工记录，认定杨某被拖欠劳务报酬

47109.5元。

杨某由刘某聘请安排至工地从事涉

案劳务作业，刘某对杨某被拖欠的劳务报

酬47109.5元负有直接清偿责任。

红某公司、红某广州分公司将涉案劳

务作业部分分包给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

的胡某，属于违法分包。根据《广东省工

资支付条例》第三十七条第三款规定，虽

然红某公司、红某广州分公司主张其与胡

某已经结算完毕，但仍不能免除其支付责

任，仍然应当对杨某被拖欠的劳务报酬

47109.5元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刘某虽名义上系胡某的班组长，但刘

某拥有自主招聘工人完成涉案劳务作业

的权力，胡某再与刘某结算款项，实际上

相当于胡某承包涉案劳务作业后将部分

劳务作业又分包给了不具有资质的自然

人刘某，构成违法分包。根据上述法律规

定，胡某同样应当对杨某被拖欠的劳务报

酬47109.5元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华某公司作为施工总承包单位，将涉

案劳务作业分包给红某广州分公司，而后

红某广州分公司违法分包给胡某，现农民

工杨某被拖欠劳务报酬47109.5元，根据

《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第三十条规

定，华某公司应当先行清偿，清偿后可依

法进行追偿。

综上，法院认定华某公司、红某广州

分公司、红某公司、胡某、刘某均应对杨某

被拖欠的劳务报酬承担清偿责任。法院

一 审 判 决 刘 某 向 杨 某 支 付 劳 务 报 酬

47109.5元，胡某、华某公司、红某广州分

公司、红某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一审判决后，华某公司、红某广州分

公司、红某公司不服提起上诉，二审驳回

上诉，维持原判，该判决已生效。

法官指出，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应受保

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拖欠农民工工

资。本案工程经层层分包，用工主体复

杂，但仍应依法对杨某被拖欠的劳务报酬

承担清偿责任。法官提醒，发包方应积极

承担主体责任，规范分包行为，履行监管

义务，确保农民工工资及时足额得到支

付，否则仍应依法承担责任。

法院：发包方应承担用工主体责任和清偿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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