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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_80_8A_E7_A0_B4_E4_c67_265335.htm 第二节 重整计划的制

定和批准 一、 重整计划草案的提交时间和计划制定人 从《企

业破产法》第七十九条、第八十条①的规定可以明确得知，

重整计划草案原则上应当在人民法院裁定重整之日起六个月

内提交，特殊情况下，有正当理由的经债务人或管理人申请

可以延长三个月，这里的正当理由应当严格掌握，以免利害

关系人利用该规定人为的延长重整期限。 重整计划草案的制

定人是采用“谁管理财产和营业事务谁制订”的原则，责任

明确，并且这样可以让更加了解债务人企业状况的人制定，

更能制定出切实可行的方案。在制定重整方案时要注意重整

企业可运用多种重整措施，达到恢复经营能力、清偿债务、

避免破产的目的，除延期或减免偿还债务外，还可采取核减

或增加注册资本，向特定对象定向发行新股或债券，将债权

转为股份，转让营业或资产等方法。重整的目的在于维护各

方利害关系人的利益，而不限于公司本身，故必要时还可采

取解散原有公司、设立第二公司或采取公司分立、与其他公

司合并等方法。 二、 债权人会议的分组 在重整程序中对重整

计划的分组表决是新破产法的一个亮点，也是一个值得浓墨

重彩的新规定，由于债权的性质和债权数额的不同，使不同

的债权人对自己利益的要求有所不同，而债务人也可以根据

不同的债权性质和数额作出切合债权人实际需要和要求的计

划方案，而分组表决避免了不同债务人之间的牵累，切实保

护了各个债权人的利益，并且加大了计划方案的可行性，增



加了重整计划方案顺利通过债权人会议的几率，立法这样设

置更加具有科学性和可行性。 新破产法根据债权的性质不同

，以第八十二条、八十五条②明确将债权人会议原则上分为

四个组分别进行表决： 第一是将对特定财产享有担保权的债

权分为一组，这一类债权人的债权数额一般比较大，以金融

机构为数较多，并且进入重整程序会延缓其债权的实现，因

此在实践中制定重整方案时为了能够得到该类债权人同意并

通过，应当注意以下几点，首先在重整计划的执行期限上不

宜过长，如果将重整计划执行期定为十年或二十年该类债权

人肯定不同意，因此要在切实可行的情况下尽量缩短执行期

限。其次，该类债权减免的可能性不大，由于该类债权一般

涉及金融机构，内部管理机制较为严格，并且享有担保权，

是否重整和破产不影响其债权的全面实现，因此不能奢求过

大数额的债务免除。再次，管理人对重整的监督期限不宜过

短，最好是在整个重整计划的期间都在管理人的监督之下，

给债权人以信任感和安全感。 第二类是职工的劳动债权，这

类债权的最大难点在于职工人数一般较多，并且职工问题纷

纭复杂，都是涉及职工个人的切身利益，如果每个劳动债权

的债权人都参加表决，一般很难达成统一意见，我们认为，

在人数过多的情况下可以沿用职工代表大会表决的方式对劳

动债权进行表决。该类债权涉及的另外一个问题是，所欠职

工的各种社会保险的债权人是职工本人还是劳动行政保障机

构的相关部门（如养老统筹、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劳动

行政保障机构的相关部门是否应当参加表决？根据新破产法

第八十三条规定的精神，社会保险费用的债权人是被排除在

行使表决权以外的，所以我们认为从立法精神上看劳动行政



保障机构的相关部门是不用参加表决的。并且从立法设置上

看，劳动债权组是针对职工行使表决权设置的，让劳动行政

保障机构的各相关部门同职工在一个小组中进行表决也不可

行。 第三类是所欠税款，该类债权人作为国家和地方的税收

部门一般都是支持企业发展的，只要不是要求给予过多的税

收优惠和减免政策，一般应该都会同意的。 第四类是普通债

权人，这一类债权人还可以将小额债权人另外单列一组，小

额债权人单列可以减少不必要的麻烦，如果小额债权数额很

小，如三千元或五千元的，完全可以直接清偿，而没有必要

占表决名额人数。除以上四组外，还有一个涉及出资人权益

调整事项的应当设出资人组，需要注意的是该组的设立只能

就涉及调整出资人权益的事项进行表决。 以上分组，主要是

为了在能够保证各个债权人利益的情况下，使重整计划得以

通过，因此在做方案时要坚持事实求是和切实可行的原则，

以尽最大努力保证债权人权益最大化的实现，只有这样才能

争取重整方案在债权人会议上通过。 三、 重整方案的通过 《

企业破产法》通过第八十四条、八十六条、八十七条③的规

定，以较大的篇幅对如下三个问题进行了规定： 第一、重整

计划草案通过债权人会议，需要同时满足以下两个条件，（1

）同一个表决组出席人数过半数，需要注意这里是该组出席

人数而不是全部债权人数过半同意。（2）同意重整计划草案

的债权人所代表的债权额应当是该组全部债权总额的三分之

二以上。能同时满足以上两个条件重整计划草案即可获得该

小组的通过。 第二、行使表决权最多可以有两次机会。 第三

、重整计划草案不能得到债权人会议的通过，在满足相应条

件的情况下由法院强制批准重整计划草案。该条款的设置，



是为防止在重整计划草案对各债务人的利益已经充分考虑，

并不损害债权人任何利益，重整计划草案仍不能通过的情况

下，对债务人的一种合理保护，也是一种拯救程序。对于需

要法院强制批准重整方案的，所要达到的条件相对苛刻，任

何一个表决小组没有通过草案，就要相对应的满足该小组的

法定条件。 这里要注意一个误区，分组表决不是仅对涉及该

组内容的部分进行表决，而是对整个重整计划草案的表决，

有人认为既然是分组表决，就是为了能够区别对待，根据不

同的债权分类分别就本组涉及的问题进行表决，如果仍然要

对整个重整计划草案进行表决，那么分组就没有意义了，我

们认为通过对债权的分类分组行使表决权，其目的在于根据

不同的债权性质，制定不同的解决方案，满足不同债权人的

需要，从而增加重整计划草案顺利通过债权人会议的可能性

。法院的强制批准程序就是为了弥补个别债权人出于非正常

目的而导致草案不能通过，进行“拯救”的程序。所以分组

表决仍然是对整个重整计划草案的表决。 1、第七十九条规

定：“债务人或者管理人应当自人民法院裁定债务人重整之

日起六个月内，同时向人民法院和债权人会议提交重整计划

草案。 前款规定的期限届满，经债务人或者管理人请求，有

正当理由的，人民法院可以裁定延期三个月。“ 第八十条规

定：“债务人自行管理财产和营业事务的，由债务人制作重

整计划草案。 管理人负责管理财产和营业事务的，由管理人

制作重整计划草案。“ 2、新破产法第八十二条规定：“ 下

列各类债权的债权人参加讨论重整计划草案的债权人会议，

依照下列债权分类，分组对重整计划草案进行表决： （一）

对债务人的特定财产享有担保权的债权； （二）债务人所欠



职工的工资和医疗、伤残补助、抚恤费用，所欠的应当划入

职工个人账户的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费用，以及法

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支付给职工的补偿金； （三）债务人

所欠税款； （四）普通债权。 人民法院在必要时可以决定在

普通债权组中设小额债权组对重整计划草案进行表决。 “ 第

八十五条第二款规定：“重整计划草案涉及出资人权益调整

事项的，应当设出资人组，对该事项进行表决。” 3、新破

产法第八十四条规定：“出席会议的同一表决组的债权人过

半数同意重整计划草案，并且其所代表的债权额占该组债权

总额的三分之二以上的，即为该组通过重整计划草案”。 第

八十六条规定：“ 各表决组均通过重整计划草案时，重整计

划即为通过。” 第八十七条规定：“部分表决组未通过重整

计划草案的，债务人或者管理人可以同未通过重整计划草案

的表决组协商。该表决组可以在协商后再表决一次。双方协

商的结果不得损害其他表决组的利益。 未通过重整计划草案

的表决组拒绝再次表决或者再次表决仍未通过重整计划草案

，但重整计划草案符合下列条件的，债务人或者管理人可以

申请人民法院批准重整计划草案： （一）按照重整计划草案

，本法第八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所列债权就该特定财产将获

得全额清偿，其因延期清偿所受的损失将得到公平补偿，并

且其担保权未受到实质性损害，或者该表决组已经通过重整

计划草案； （二）按照重整计划草案，本法第八十二条第一

款第二项、第三项所列债权将获得全额清偿，或者相应表决

组已经通过重整计划草案； （三）按照重整计划草案，普通

债权所获得的清偿比例，不低于其在重整计划草案被提请批

准时依照破产清算程序所能获得的清偿比例，或者该表决组



已经通过重整计划草案； （四）重整计划草案对出资人权益

的调整公平、公正，或者出资人组已经通过重整计划草案； 

（五）重整计划草案公平对待同一表决组的成员，并且所规

定的债权清偿顺序不违反本法第一百一十三条的规定； （六

）债务人的经营方案具有可行性。 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重整

计划草案符合前款规定的，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三十日内

裁定批准，终止重整程序，并予以公告。“ 100Test 下载频道

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