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务员之路从华图起步 
 

时间是世界上一切成就的土壤 1 

                           铁腕治欠薪，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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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概况 

10 月 30 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打击恶意欠薪犯罪新闻发布会。据介

绍，从 11 月 15 日到 2020 年春节前，全国将开展根治欠薪冬季攻坚行动，执

法检查组将对用人单位工资支付情况集中排查整治，清理历史欠薪陈案，坚决防

止新欠。对查实的违法行为做到“两个清零”，即 2019 年 10 月底以前发生的

欠薪案件，2019 年底前要全部清零，其他新增欠薪案件，在 2020 年春节前及

时、动态清零。 

各方观点 

中国法院网：根治欠薪要打好组合拳，综合运用经济、行政、法律等手

段，依靠源头预防、动态监管、失信惩戒相结合的制度保障体系，攻坚克难、

强力推进，着力规范农民工工资支付行为，才能确保实现 2020 年基本无拖欠

目标。 

人社局纪检监察组组长：必须加大监督力度，督促落实相关人员责任，使各

项清欠政策和措施落地生根，切实维护农民工劳有所得的报酬权益，确保农民工

群体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中不掉队。 

光明网：治理拖欠农民工工资痼疾，不仅需要相关部门的密切配合，更需

要相关领导干部的责任担当意识。下大力气解决农民工工资拖欠问题既是分内

之责，更是重中之重，切不可“以文件治欠薪，以会议治欠薪”。 

深度分析 

1.欠薪现象存在的原因 

（1）劳动保障法律法规不够完善，缺乏法律法规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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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允许用人单位延期支付劳动者工资的条件、程序规定得过于宽松，容易

助长用人单位拖欠工资的行为。相关法律对用人单位无故拖欠劳动者工资应承

担的法律责任和劳动行政部门在处理此类问题的职权规定得过于灵活，不利于

严格执法，不能有效制裁、扼制用人单位无故拖欠劳动者工资的行为。 

（2）劳动行政管理部门执法监察不严，有隙可乘。 

一些监察部门对用人单位不依法与劳动者签订书面劳动合同，拖欠劳动者

工资等问题熟视无睹，不能及时责令其改正和对其进行行政处罚，使用人单位

拖欠劳动者工资的行为不断蔓延，使劳动行政执法中对国家有关规定打折扣。 

（3）企业经营管理不善，导致拖欠劳动者工资。 

企业产品滞销;盲目赊销，货款不能及时回笼，影响资金周转;资金管理混

乱，乱占滥用资金，包括挤占、挪用工资基金;不能合理地确定工资水平，导致

工资成本较大，亏损增加，形成拖欠。  

（4）劳动者法律意识淡薄，依法维权意识差。 

不知道或不敢依法向劳动行政部门举报，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和审判机

关申诉、起诉，及时主张自己获取劳动报酬的权利，客观上助长了用人单位拖

欠工资问题的蔓延。 

2. 解决薪资拖欠问题的对策 

（1）依法惩治拒不支付劳动报酬行为。 

查处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犯罪行为,各部门间既要履行好各自职责,又相互配

合。要加强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犯罪案件处理的衔接工作,完善移送标准和移

送程序,有效解决实践中出现的证据获取、犯罪嫌疑人“逃而不匿”、责令支付

文书下达、移送标准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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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联合惩戒增加用人单位违法成本。 

强化“追欠”意识,依法及时查询、查封、冻结涉案账户和财产,最大限度帮

助农民工追回被拖欠的工资,挽回经济损失。确立拖欠农民工工资“黑名单”制

度,企业被纳入“黑名单”后,在招投标、信用评价等领域都会受到影响。特别是

工程建设领域的一些企业,由于其资质被降级,在市场竞争中只能排在后面。 

（3）健全预警机制有利于有效防范化解企业欠薪风险。 

相关部门需监测企业运行情况，关注企业的用工、经营情况，建立一套预

警体系，尽可能减少因贸易摩擦等给企业带来的困难，防止因此产生和加重欠

薪现象。实现欠薪隐患早发现、问题早处置，切实把功夫下在平时，用实实在

在的行动保护好农民工工资报酬合法权益。 

（4）劳动者要学会正确途径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劳动者应积极及时的学习和了解相关的劳动法律法规及政策，树立维权意

识，依法维权。许多劳动者由于对法律法规的不熟悉，往往不知道如何运用法

律解决实际问题，对于劳动者来说学习相关的法律法规等知识是很有必要的。 

参考文章 

治理欠薪，永远只有“进行时” 

“拖欠农民工工资最高可获刑 7年”“国务院重拳整治恶意欠薪“……10

月 30 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务院根治拖欠农民工工

资工作领导小组有关负责人介绍了打击恶意欠薪犯罪有关情况，引发社会各界

强烈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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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欠薪，是一个老话题。然而正因为“老”，才需要时时提及，常抓常

治。因为从深层次来看，“欠薪”二字，并不仅仅意味着“被欠钱”那么简

单，同时更有农民工自身权益、劳动尊严、申诉困难等现实写照。在改革步入

深水区的大背景下，“咬”定欠薪不放松，是提升社会现代化治理水平、促进

社会公平正义和保障稳定的题中之义。 

这些年，国家相关部门在治理欠薪问题上可谓很拼。从《刑法修正案

（八）》明确“恶意欠薪入刑”，到出台“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的定罪量刑

标准；从发布全面解决欠薪的 16条具体措施，到将拖欠农民工工资列入“黑

名单”；从对省级政府实施年度考核，到开展春节前治欠保支攻坚战……每一

个举措背后，都是对现实的回应和关切。如今，“拖欠农民工工资最高可获刑

7年”“2020 年春节前须动态清零”等措施，更是表明了态度，勒紧了法治的

“紧箍咒”，在事后监管之前，扎下了预防和监管的篱笆。 

然而从现实来看，尽管司法和执法在不断加码，但欠薪也呈现出越来越复

杂、越来越隐蔽的特点。在一些地区和行业，恶意欠薪的“跑冒滴漏”现象仍

旧存在着。特别是在基础工程建设领域、劳动密集型、加工制造、餐饮服务等

行业，更为突出。不仅直接侵害了劳动者的个体权益，也间接对增加收入、扩

大就业、保障社会稳定构成了威胁。这也进一步表明，治理欠薪永远没有完成

时，绝不会轻易“鸣金收兵”。 

在新的社会条件下，治理欠薪不能只是点对点和个案意义上的行动，更应

形成系统性、常态化、有合力的治理机制。这既需要司法层面与时俱进，也需

要执法层面及时跟进；需要进一步优化投诉渠道、提升治理效率，也需要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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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个体和组织提升法律维权意识。唯有在各个环节、各个领域都吹响法治的号

角，才可能将欠薪行为扼杀在摇篮中。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从这个角度来理解，欠薪就不仅仅是一个法律话题，

更是一个民生问题。治理欠薪，永远只有“进行时”，没有休止符。司法、执

法、仲裁、舆论等各方面共同努力，在全社会形成不敢欠薪、不能欠薪的氛

围，劳动者就能享受到发展的红利和改革获得感，激发出社会更大的前进动

力。 

（来源：人民网评，有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