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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企业破产法律制度

【考情分析】

本章属于重点章节之一，在最近 3 年的考试中，平均分值为 11 分。各种题型均有考核，考生需重点掌握本章的案例

分析题。本章考点较多，部分考点可以与《物权法》、《合同法》、《公司法》等章节考点相关联，复习难度偏大，

考生重在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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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破产法律制度概述

一、破产法的适用范围

1、主体适用范围

适用范围：所有的企业法人。

【注意】参照适用：合伙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资不抵债的民办学校、个人独资企业等。

2、地域适用范围

我国《企业破产法》，对债务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的财产发生效力。（把钱转移到海外也属于破产财产的范

围）

【例-单选题】根据企业破产法律制度的规定，下列表述中，正确的是（ ）。

A. 国有企业破产属政策性破产，不适用《企业破产法》

B. 金融机构实施破产的，由国务院根据《商业银行法》等法律另行制定破产实施办法，不适用《企业破产法》

C. 民办学校的破产清算可以参照适用《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

D. 依照《企业破产法》开始的破产程序，对债务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的财产不发生效力

【答案】C

【解析】所有的企业法人均适用于《企业破产法》。

【注意】破产债权清偿顺序：

（1）有担保的债权

（2）破产费用与共益债务

（3）拖欠职工的工资和社保

（4）欠缴国家税金及社保

（5）普通债权

第二节 破产申请与受理



一、破产原因

1、《破产法》规定

企业法人的破产原因是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或者明显缺乏清偿能力。

记法：“不能清偿”+“资不抵债”或“明显缺乏”。

破产原因 适用情形

不能清偿+资不抵债 债务人提出破产申请且资不抵债情况通过形式审查即可判断

不能清偿+明显缺乏清偿能力
债权人提出破产申请

债务人提出破产申请但其资不抵债状况通过形式审查难以判断

【解释】只要债务人本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即为发生破产原因，其他人对其负债的连带责任、担保责任，不能视为

债务人的清偿能力或其延伸。

【解释】相关当事人以对债务人的债务负有连带责任的人未丧失清偿能力为由，主张债务人不具备破产原因的，人

民法院不予支持。

2、《破产法》司法解释对破产原因的规定

（1）不能清偿到期债务的认定

“同时”存在下列三条：

①债权债务关系依法成立；（合法）

②债务履行期限已经届满；（到期）

③债务人未完全清偿债务。（没还完）

（2）“资不抵债”的认定

债务人的资产负债表，或者审计报告、资产评估报告等显示其全部资产不足以偿付全部负债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

债务人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但有相反证据足以证明债务人资产能够偿付全部负债的除外。

（3）“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的认定

债务人账面资产虽大于负债，但存在下列情形之一，法院应当认定其明显缺乏清偿能力：

①因资金严重不足或者财产不能变现等原因，无法清偿债务；（没有现金及变现能力较强资产）

②法定代表人下落不明且无其他人员负责管理财产，无法清偿债务；（老板跑路）

③经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无法清偿债务；（强制执行都还不上了）

【解释】只要债务人的一个债权人经法院强制执行未得到清偿，其每个债权人均有权提出破产申请，并不要求申请

人自己已经采取了强制执行措施。

④长期亏损且经营扭亏困难，无法清偿债务；（年年赔）

⑤导致债务人丧失清偿能力的其他情形。

【例-案例分析题】A公司因拖欠 B公司债务被诉至人民法院并败诉，判决生效后，经人民法院强制执行，A 公司仍

无法完全清偿 B 公司债务。A 公司的债权人 C公司知悉该情况后，于 2014 年 7 月 30 日向人民法院提出对 A 公司的

破产申请，A公司提出异议：

第一，A公司账面资产仍大于负债；

第二，C公司并未就其债权向 A公司提出清偿要求，因此不能直接判断其债权能否获得清偿。

人民法院驳回异议，于 8 月 12 日受理破产申请。

【问题】A 公司就破产申请提出的两项异议是否成立？并分别说明理由。

【答案】A 公司的两项异议不成立。

根据规定，债务人账面资产虽大于负债，但经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无法清偿债务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明显缺乏

清偿能力。而“经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无法清偿债务”，是指只要债务人的任何一个债权人经法院强制执行未能得

到清偿，其每一个债权人均有权提出破产申请，并不要求申请人自己已经采取了强制执行措施。

在本题中，债权人 B 公司在经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后未能得到清偿，故债权人 C 公司可以提出破产申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