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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_BA_8E_E5_BD_BB_E5_c122_479829.htm 曾几何时，农民工

工资问题己成为了全社会共同关注的焦点，先有共和国总理

亲自出面为某一农民工讨回了工资，其后在全国范围展开了

轰轰烈烈的清理农民工欠薪的运动。然而，总理的良苦用心

和政府的百般努力，终不能彻底根治此类现象，以至2005年

秋天，一个叫王斌余的贫穷的甘肃农民工用别人的四条人命

再一次血淋淋地向世人展示了残酷的现实。 王斌余讨薪受辱

，走投无路且忍无可忍，一怒之下手刃四人，被一审法院判

处死刑，却得到了广大民众的极大的同情，刀下留人的呼声

不绝于耳，这种现象颇耐人寻味------农民工工资问题已不再

是一部份低层次人群的生存问题了，它已直接引发和激化了

贫富悬殊的社会矛盾，造成了全社会的动荡和不安。 当总理

及各级政府竭尽全力仍不能消除此种危害社会的安全隐患时

，我们是否应当考虑从立法的角度，探讨对此隐患进行根治

的对策。这是笔者提出该立法建议的初衷。 一、立法的必要

性 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们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全局出发提出的一项重大任务

，指明了我国社会建设的方向。和谐社会，是需要以维护和

保障社会公平与正义、促使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来实现，其核

心是人与人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然而我们不得不触目

惊心的看到仍有那么广泛的农民工兄弟，他们的权益正受着

严重的藐视、侵犯、剥夺。他们绝对的弱势群体地位是和谐

社会中最大的伤疤与隐患，具体的数据我们统计不了，然而



血淋淋“王斌余讨工酬杀人案”却给我们敲响了警钟。 这个

悲剧的发生，不仅是王斌余个人的责任，可能也不只是被杀

者的责任。笔者更觉得是制度的缺位，法律的遗憾。王斌余

的一句话振聋发聩：“我知道有保护我们农民工的政策，但

下面人不执行，我们的权利还是得不到保障。“但笔者强调

的仍然是：我们仍然需要体制与制度来保障与实现农民工兄

弟的权益！虽然我们有总理的良苦用心和政府的百般努力，

有诸多正义的律师、记者热心鼎立的援助，但仍无济于事。 

农民工工酬劳动关系具有长期性，广泛性、实践性、不要式

性等法律特征，经常被为富不仁雇工老板恶意利用，最终导

致一种让人感到沉重的社会恶疾：农民工兄弟的血汗钱被大

量、长期、恶意拖欠！而与之广泛恶性侵权相对应的却是正

义方的微薄力量。总理的执政权力最高效力性可以威慑雇主

一时的工资交付却根绝不了这种长期性弊端；政府部门的整

治运动虽然在广泛开展却又欠细致且欠操作性；律师、记者

等社会群体即使有着满腔热情却又能量有限。 显然，我们法

律缺位了，或者说是苍白无力的。既然我们用民法、劳动法

及行政手段仍不能有效遏止这类丑恶的社会现象，为什么不

考虑用刑法来调整呢？拖欠他人工资薪酬的行为侵犯的不仅

是几百块工钱，而是间接侵犯了工薪层的生存权。这种间接

侵犯生存权的行为事实上所造成的严重的损害后果并不啻于

直接的人身伤害，并且更具有广泛性和严重的社会危害性。 

鉴于此种侵害劳动主体的获酬权的行为，严重侵害公民的财

产权及人身权，且以现行法律及行政手段均不能有效遏制，

所以我们认为完全有必要使用更具威慑性的刑法来进行惩戒

和预防。 二、立法的可行性 从法理上讲，这本属于民法、劳



动法所调整的领域，初看起来把它升格到刑法调整范围，未

免过于严厉。然而现实的雇工工酬领域内的侵权、反侵权已

经极端严重。“出礼入刑”和“治乱当用重典”这都是立法

建议的理论来源与支持。 民法调整的是普通债权债务关系，

一般的讲来，债权人总较债务人富有，所以，基于维护社会

平等、公平的终极目的，法律或多或少总会倾向于对债务人

的保护，这种倾向自罗马法开始，到我国的现行法律仍然十

分明显{特别在执行程序}。我们完全可以理解这种损有余、

益不足的良苦用心。但是，现在我们讨论的农民工工资，却

不是这样的，与之相反，债权人是受苦受难的民众，而债务

人却至少是雇得起他人的老扳。我们绝不可再用不平衡的法

律使社会走向进一步的倾斜，所以，从这个层面上讲，绝不

可将民工的工资问题看成普通之债了。 一种特殊的债！一边

是为富不仁的既得利益者，一边是在生命线上挣扎的贫民。

法律虽不能使人人平等，但追求平等和正义却是法律的目的

，当我们看到这种恃强凌弱的邪恶的现象如此普通、如此地

震撼人心，我们除了呼唤法律之外，又能求救于谁呢？ 《中

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

任务，是用刑罚同一切犯罪行为作斗争，以保卫国家安全，

保卫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保护国有财产和

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保护公民私人所有的财产，保护

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维护社会秩序、经

济秩序，保障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拖欠劳动者

工资薪酬的行为，严重侵犯了公民的私有财产，并间接侵犯

了公民的人身权利，严重损害了社会秩序、经济秩序，妨害

了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将它提升到刑法调整的范



围，实现了社会危害性与法律责任、法律制裁相统一，完全

符合刑法的立法宗旨。 就立法的可操作性而言，经过笔者反

复论证，充分考虑了在劳动合同与劳务合同中间可能出现的

各种复杂情况，初步设计了比较切实可行的立法思路。该思

路力争做到既不扩大打击面，又不激化社会矛盾，同时又能

较有成效的整治这种社会恶疾，具有良好的可操作性，望得

到有关部门的相应重视。(见附件：立法建议草案) 附：法律

条文建议稿 一、在《刑法》“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

”罪章节中第二百四十四条后面增加“拖欠工资报酬罪”一

条：在履行劳动合同、劳务合同中，恶意拖欠他人工资报酬

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并处罚金；情节严

重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单位犯罪的，对单位处

以罚金，同时追究主要责任人的刑事责任。犯前款罪告诉的

才处理。 二、针对刑法“拖欠工资薪酬罪”，由最高人民法

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制定下述司法解释： 1.恶意拖欠工

资报酬，是指无正当理拖延、拒绝发放他人应得的全部或部

份劳动报酬，经两次明确的追讨，延误发放工资时间60天以

上，或延误发放工资30天以上，被延误对象超过30人的行为

。前款所称的劳动报酬，是指劳动者或提供劳务的人通过实

际劳动依法产生的应得工资报酬，不包括病、产假等福利性

工资待遇及工伤赔偿、误工补偿等。 第一款所称部份劳动报

酬，应达到劳动者每月全部劳动报酬的三分之一以上，或按

月累计达到一个月的劳动报酬以上。 第一款所称延误时间，

从应发工资之日的次日起算。劳动或劳务合同和企业规章均

未规定发薪日的，本月工资发放日为下月的最后一日。 2、

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即为情节严重： a、 恶意欠薪后逃逸



； b、恶意欠薪造成严重群体性事件； c、恶意欠薪额总计超

过20万元； d、恶意欠薪造成其它严重后果； 3、有下列情形

的发生拖欠他人工资的，不得视为恶意： a、法人进入破产程

序，或虽未进入破产程序，但已经因资金短缺停止正常运转

且确无任何支付能力的； b、自然人经济困难，除生活必须

品及必须生活费外，没有任何奢侈用品及富余资金的； c、有

劳动合同争议或劳务合同争议，经仲裁或诉讼确认该争议存

在且构成合理抗辨的。 d、工资报酬约定不明的部份或虽有

法律规定或合同约定，但发放工资时就少发的部份工资，控

告人没有明确提出异议的。 e、具有其它合理的抗辨理由的。

4、包括但不限于下列情形不视为拖欠工资的合理抗辨理由：

a、第三人欠款至使被控告人一时性资金困难； b、被控告人

经营亏损； c、被生效仲裁裁决或诉讼判决确认的可以抵销拖

欠工资的部份，少于拖欠工资的二分之一，且扣除可抵销的

部份仍达到本解释第一条规定的。 5、符合下列条件的，公

安机关应当受理报案，初步审查后认为符合法律规定的，应

当立案侦察；决定不予立案的，依法作出不立案决定，告知

控告人自行起诉。 a、有证据证明控告人与被控告人之间存在

事实上的劳动合同或劳务合同； b、有证据证明控告人明确

催讨工资薪酬，或对工资薪酬明确提出异议并要求补足发放,

达两次以上； 6、满足第5条规定的条件外，控告人已充分掌

握被控告人恶意拖欠工资报酬的证据的，可直接向人民法院

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自诉，法院不得以“未经劳动争议仲裁为

由”拒绝受理。 7、公安机关或人民法院立案之后，可以组

织当事人就民事责任部份先行调解，被告人不构成犯罪的，

人民法院不得就民事部份单独作出判决，调解不成的，告知



当事人遵劳动法或其它相关法律规定处理；被告人构成犯罪

的，受害人在附带民事诉讼中提出解决其与被告的其它劳动

合同争议的诉讼请求的，人民法院不再以劳动争议仲裁为前

置条件，应当一并作出判决。 8、被告人在法庭审理前或审

理中，已充分补发所欠工资及足额赔偿损失后，可从轻或减

轻处罚。 9、进入刑事诉讼程序后，被控告人提出劳动争议

仲裁申请或相关诉讼的，可凭劳动争议仲裁立案通知书或诉

讼立案通知书及相关证据申请中止刑事诉讼程序，待仲裁裁

决或诉讼判决生效后恢复。中止期间，如已对被控告人采取

了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的，应当变更为取保侯审，但收

取的保证金不得少于所拖欠工资的两倍。 10、检察机关应在

审查起诉时应告知控告人可以就拖欠工资、滞纳金、赔偿金

提起附带民事诉讼。 11、被告人构成犯罪的，附带民事诉讼

原告人要求被告人承担合理的律师费及其它诉讼成本的，人

民法院应予支持。（作者：刘大华，湖南万和联合律师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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