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五单元  破产债权 

一、债权申报的一般规则 

1、债权申报期限 

（1）债权申报期限自人民法院“发布受理破产申请公告之日”起计算（而非“受理之日”），最短不得少于

30 日，最长不得超过 3个月。 

（2）未按期申报 

①债权人未按期申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财产最后分配前补充申报；但是，此前已进行的分配，不再对其补

充分配。（已经分完的财产不能参与分配了） 

②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的费用，由补充申报人承担。 

2、债权申报的范围 

（1）职工劳动债权——不必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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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必申报，由管理人调查后列出清单并

予以公示。 

（2）税收债权、社会保障债权以及对债务人财产享有担保权的债权均需依法申报。 

（3）未到期的债权：受理时视为到期。 

（4）附利息的债权：受理时起停止计息。 

（5）附条件、附期限的债权和诉讼、仲裁未决的债权：可以申报。（可以先申报，然后提存，等条件或期限

满足后可以将钱拿走，如果不满足该款项将用于其他债权人的债务清偿。） 

（6）连带债权：连带债权人可以由其中一人代表全体连带债权人申报债权，也可以共同申报债权。 

【举例】甲欠乙 100 万元，甲公司破产，乙分立为 A，B两公司，可由 A向甲申报 100 万元的债权，也可由

B向甲申报 100 万元的债权，也可由 A和 B共同向甲申报 100 万元的债权， 但不得由 A，B各向甲公司申报

100 万元的债权。这是为防止债权人分立加重债务人责任。 

（7）连带债务：连带债务人数人的破产案件均被受理的，其债权人有权就全部债权同时“分别”在各破产

案件中申报债权。（防止债务人通过分立减轻债务责任） 

【举例】甲欠乙 100 万元，甲分立为 A，B两公司后破产，乙可向 A，B两公司各申报 100 万元的债权，因为

企业破产清偿比例会很低，可能 A，B公司清偿的加起来也到不了 100 万元。 

（8）破产时均未履行完毕的合同： 

管理人或者债务人依照破产法规定解除双方均未履行完毕的合同，对方当事人以因合同解除所产生的损害赔

偿请求权申报债权；此时可申报的债权以实际损失为限，违约金不得作为破产债权申报。（管理人有选择

权，选择履行合同的债务作为“共益债务”，选择解除合同的债务作为“普通债权”。） 

（9）委托人破产 

①受托人不知 

受托人继续处理委托事务：受托人申报普通债权。 

【举例】老王受甲企业所托看护羊群，而后甲企业破产，老王不知此事仍继续看护羊群 1 个月，发生草料费

1 000 元，这 1 000 元可申报普通债权。 

②受托人已知 

Ⅰ为了债权人利益+无法移交事务的紧急情况继续处理受托事务：受托人申报共益债务。 

Ⅱ无必要地继续处理委托事务，不当增加委托费用与报酬数额的：不得作为破产债权。 

【举例】如果老王知道甲已破产，但老王如果不喂羊了，会导致价值 30 万元的羊群饿死，那喂羊发生 1 

000 元草料费应作为共益债务。因为老王是为了保障破产企业的资产发生的债务。如果老王是卖人参的，人

参卖不出去，索性天天喂羊吃人参，导致羊的伙食费翻了 20倍，则对于增加的费用，连普通债权都不得申

请。 

（10）出票人破产 

债务人是票据的出票人，其破产案件被人民法院受理，该票据的付款人继续付款或者承兑的，付款人以由此

产生的请求权申报债权。 

【举例】A公司向 B公司出具商业汇票，工商银行是承兑人承担付款义务，如果工商银行向 B公司付款后 A

公司破产，工商银行也只能就票据金额向 A公司申报普通债权。 



 

【例-多选题】根据企业破产法律制度的规定，下列债务中，债权人应在人民法院确定的期限内进行债权申

报的有（  ）。 

A.债务人所欠银行未到清偿期的借款 

B.债务人所欠职工工资 

C.债务人所欠税款  

D.债务人所欠职工医疗费 

答案：AC 

解析：（1）选项 A：未到期的债权，在破产申请受理时视为到期，应当申报； 

（2）选项 BD：职工债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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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必申报，

由管理人调查后列出清单并予以公示； 

（3）选项 C：税收债权、社会保障债权以及对债务人特定财产享有担保权的债权均需依法申报。 

 

二、涉及保证的破产债权申报 

1.债务人破产 

（1）保证人的求偿权 

①保证人已经代替债务人清偿债务的，以其对债务人的求偿权申报债权。 

②保证人尚未代替债务人清偿债务，以其对债务人的将来求偿权预先申报债权。 

【注意】债权人已向管理人申报全部债权，保证人或者连带债务人不能再申报债权。 

【解释】人民法院已经受理债务人破产案件，一般保证人不得行使先诉抗辩权。 

（2）债权人的权利（保证责任不免除） 

①债务人破产并不免除保证人的责任。 

人民法院受理债务人破产案件，债权人在破产程序中申报债权后又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担保人承担担

保责任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②重整、和解并不免除保证人的责任。 

债权人在债务人破产程序中未获全部清偿，请求担保人继续承担担保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担保人承

担担保责任后，向和解协议或者重整计划执行完毕后的债务人追偿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3）担保人的权利 

①担保人清偿债权人的全部债权后，可以代替债权人在破产程序中受偿；在债权人的债权未获全部清偿前，

担保人不得代替债权人在破产程序中受偿，但是有权就债权人通过破产分配和实现担保债权等方式获得清偿

总额中超出债权的部分，在其承担担保责任的范围内请求债权人返还。 

【举例】A公司欠 B公司 200 万，C公司承担保证责任。A公司破产，B公司可以选择将全部债权 200 万向 A

公司申报，未获全部清偿的部分找 C公司承担补充责任。也可以直接找 C公司，要求承担 200 万的保证责

任。C公司清偿全部债权后，享有了 200 万债权的追偿权，可向 A公司申报债权。但如果 C公司仅有能力清

偿 150 万，则 C公司并不能获得追偿权。则 B公司仍可向 A公司申报债权，如果 A公司向 B公司按 30%的比

例清偿了 60 万，则 C公司可要求债权人 B公司就获得清偿总额超过债权的部分 10 万（210-200），要求返

还。 

②债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债务人破产，既未申报债权也未通知担保人，致使担保人不能预先行使追偿权

的，担保人就该债权在破产程序中可能受偿的范围内免除担保责任，但是担保人因自身过错未行使追偿权的

除外。 

2.保证人破产 

（1）保证人被裁定进入破产程序的，债权人有权申报其对保证人的保证债权。 

（2）主债务未到期的，保证债权在保证人破产申请受理时视为到期。一般保证的保证人主张行使先诉抗辩

权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在一般保证人破产程序中的分配额应予提存，待一般保证人应承担的保

证责任确定后再按照破产清偿比例予以分配。 

（3）保证人被确定应当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人的管理人可以就保证人实际承担的清偿额向主债务人或其

他债务人行使求偿权。 



3.债务人+保证人均破产 

（1）债务人、保证人均被裁定进入破产程序的，债权人有权向债务人、保证人“分别”申报债权。 

（2）债权人向债务人、保证人均申报全部债权的，从一方破产程序中获得清偿后，其对另一方的债权额不

作调整，但债权人的受偿额不得超出其债权总额。所谓“从一方破产程序中获得清偿后，其对另一方的债权

额不作调整”，只限于承担连带责任的保证人。 

（3）保证人履行保证责任后不再享有求偿权。 

三、破产债权的确认 

1、登记——管理人 

管理人收到债权申报材料后，依法编制债权登记表。管理人必须将申报的债权全部登记在债权登记表上，不

允许以其认为债权超过诉讼时效或不能成立等为由拒绝编入债权登记表。 

2、核查——债权人会议 

管理人依法编制的债权登记表，应当提交第一次债权人会议核查。 

3、裁定——人民法院 

经核查后，管理人、债务人、其他债权人等对债权无异议的，列入债权确认表，债权确认表由人民法院裁定

确认。 

4、争议——异议人 

对管理人审查债权存在争议的，也可以在会后由异议人书面向管理人提出。 

5.诉讼——债权确认 

（1）债务人、债权人对债权表记载的债权有异议的，应当说明理由和法律依据。经管理人解释或者调整

后，异议人仍然不服的，或者管理人不予解释或者调整的，异议人应当在债权人会议核查结束后 15 日内向

人民法院提起债权确认诉讼。 

【注意】该规定中 15 日的期限不是诉讼时效期间或者除斥期间，超过该期限，异议人仍有权提起债权确认

诉讼。（2024年新增） 

（2）债务人对债权表记载的债权有异议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将被异议债权人列为被告。 

（3）债权人对债权表记载的他人债权有异议的，应将被异议债权人列为被告。 

（4）债权人对债权表记载的本人债权有异议的，应将债务人列为被告。 

（5）对同一笔债权存在多个异议人，其他异议人申请参加诉讼的，应当列为共同原告。 

 

【例-单选题】根据企业破产法律制度的规定，管理人依法编制的债权表，应当提交特定主体核查。该特定

主体是（  ）。 

A.债权人委员会 

B.债权人会议主席 

C.人民法院 

D.第一次债权人会议 

答案： D 

解析：管理人依法编制的债权登记表，应当提交第一次债权人会议核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