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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防范与打击借破产程序逃废债务 
的工作意见（试行） 

 

为实现市场主体的有序退出，规范企业依法破产，有效防范

和打击借破产程序逃废债务的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

破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和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结合本院破产审判工作实际，特制

定本工作意见。 

第一条  在破产案件审查与审理中，应当防范与打击债务人

及其法定代表人、出资人、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以下简称债务人及有关主体）等通过隐匿财产、虚构债权

债务或者以其他方法转移、处分财产，利用破产程序逃废债务，

损害债权人、利害关系人、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 

第二条  对破产申请进行审查时，就债务人及有关主体处分

债务人财产的行为，可结合行为发生时间、行为性质、行为目的、

行为所涉财产金额、行为对债务人偿债能力的影响等方面综合审

慎审查。若发现债务人及有关主体存在借破产程序逃废债务嫌疑

的，应强化识别破产原因，针对不同申请主体区分审查重点： 

（一）债务人自行提交的破产申请：着重审查债务人申请破

产的真实原因。除企业破产法第八条第三款所列的债务人需提交

的材料外，可要求债务人提供资产负债表、财产清单、审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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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评估报告等反映债务人资产、负债情况的基本材料，并要求

债务人就股东出资的实缴情况及主要资产去向作出说明。 

（二）债务人的关联企业或关联人员提交的破产申请：着重

审查申请人的债权是否真实合法。可要求申请人全面提供有关申

请人债权的证据，从基础交易的真实性、合法性、公平性等方面

进行全面深入审查。 

（三）关联企业或关联人员以外的债权人提交的破产申请：

着重审查申请人与债务人及有关主体之间是否存在恶意串通损

害债权人、利害关系人、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 

第三条  针对上述破产申请，在审查与认定债务人及有关主

体是否存在借破产程序逃废债务的行为时，着重审查债务人及有

关主体是否存有以下行为： 

（一）与关联企业、关联人员通过不当关联交易、虚构交易

等方式隐匿、转移、低价处分债务人资产； 

（二）先行剥离债务人有效资产，后利用该资产另行设立企

业； 

（三）以无偿或者明显不合理的价格对外进行交易、处分债

务人资产； 

（四）以为他人债务提供保证、债务加入、在债务人资产上

设定权利负担等方式恶意增加债务人的债务负担； 

（五）无正当理由放弃对外债权； 

（六）虚构或虚增债务、无正当理由恶意受让他人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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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债务人有巨额资产下落不明且不能作出合理解释； 

（八）债务人的出资人、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等侵占债务人资产； 

（九）以虚假诉讼、虚假仲裁、虚假公证等方式取得债权债

务文书。 

第四条  在破产案件审查与审理中，可组织听证，必要时要

求申请人、被申请人的有关主体参加，作出合理解释，并可听取

其他债权人的意见。 

申请人、被申请人的有关主体无正当理由拒不配合的，依法

承担相应法律后果。 

第五条  管理人应积极履职尽责，识别破产原因、穷尽调查

措施、全面清查追收债务人资产、审慎甄别债务人及有关主体是

否存在借破产程序逃废债务的行为。 

管理人认为债务人及有关主体存在借破产程序逃废债务行

为的，应及时报告本院并提交相关证据。 

第六条  债权人可向管理人或本院提供债务人及有关主体

逃废债务的线索或依据，管理人应全面深入调查，并及时报告债

权人或本院。 

债权人认为管理人未就债务人及有关主体的逃废债务行为

尽职调查的，可向管理人或本院提出。 

第七条  合议庭经审查或审理认为债务人及有关主体构成

借破产程序逃废债务的，经讨论认定债务人及有关主体确系存在



- 4 - 
 

借破产程序逃废债务行为的，依法裁定不予受理破产申请；已受

理的，裁定驳回。 

第八条  债务人及有关主体借破产程序逃废债务的行为涉

嫌犯罪的，应将相关线索移送公安机关。 

第九条  本工作意见自发布之日起施行。法律、司法解释或

者上级法院有新规定的，适用法律、司法解释、上级法院的规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