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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法院破产审判白皮书



近年来，郑州两级法院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社会主义

思想为指导，深⼊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服务保障“六稳”“六

保”⼯作，在地⽅党委政府的⼤⼒⽀持和上级法院的全⾯指导下，紧

紧围绕经济发展、产业转型升级和法治建设要求，及时研判，主动服

务，勇于创新，充分发挥破产审判职能，加快“僵⼫企业”出清，帮助

危困企业再⽣，不断完善市场经济主体的退出和救治机制，为地⽅

经济⾼质量发展和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提供了优质司法服务和有

⼒司法保障。

⾃����年全市法院重整和解案件破零以来，通过破产重整和解

程序结案��件，化解债务���.��亿元，综合运⽤破产重整、和解⼿

段，安置职⼯�����⼈，处置职⼯债权�.��亿元，盘活资产���.��亿

元，释放⼟地资源约����亩、房产约���.��万平⽅⽶，重整成功亿元

以上规模企业��家。郑州法院破产专业化审判实现从⽆到有、从弱

到强，在����年度国家发改委发布的中国营商环境评价报告中，郑

州法院牵头的“办理破产”指标被评为全国标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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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产案件基本情况及主要特点

（⼀）基本情况

1.破产、强制清算申请类案件情况

2018年⾄2022年，郑州法院共⽴案审查破产及强制清算申请

类案件“( 破申”“清申”字号)1230件，受理754件。其中2018年审查

93件，受理68件；2019年审查83件，受理71件；2020年审查207件，受

理153件；2021年审查374件，受理195件；2022年审查473件，受理

267件。五年来，破产申请类案件审查、受理⽐为61.3%。

2.破产、强制清算案件情况

����年⾄����年，郑州法院共受理破产及强制清算案件“( 破”、

“强清”字号)���件，审结���件（含旧存）。其中审结破产清算案件

���件、重整案件��件、和解案件��件，审结公司强制清算案件��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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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审理周期来看，����年⾄����年破产案件案均审理时间为

���.��天。在�个⽉内审结的有���件，在�⾄�个⽉内审结的有���件，

�个⽉⾄�年内审结的有���件，�年⾄�年内审结的有��件，�年以上

审结的有��件。

（⼆）主要特点

1.收、结案数量持续增加

2018年，郑州法院新收破产案件59件，审结66件；

2019年，新收破产案件76件，审结82件；

2020年，新收破产案件156件，审结147件；

2021年，新收破产案件189件，审结179件；

2022年，新收破产案件272件，审结292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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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来，郑州法院年结案数由66件增⻓⾄292件，年均增⻓率为

45.3%。

— � —

2.案件审理效率⼤幅提升

2018年郑州法院案均审理天数为2282.8天；

2019年案均审理天数为993.1天，同⽐减少1289.7天；

2020年案均审理天数为452.6天，同⽐减少540.5天；

2021年案均审理天数为196.87天，同⽐减少255.73天；

2022年案均审理天数为196.1天，同⽐减少0.77天。



五年来，郑州法院破产案件案均审理时⻓不断降低，案件审理

效率提升明显。

3.破产费⽤持续降低

2019年，全市法院破产案均费⽤为85.83万元；

2020年，全市法院破产案均费⽤为57.96万元；

2021年，全市法院破产案均费⽤为77.63万元；

2022年，全市法院破产案均费⽤为60.97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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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产审判⼯作的主要经验和做法

（⼀）加强队伍建设，开创破产⼯作新纪元

����年�⽉，郑州中院清算与破产审判庭正式设⽴，并指导基层

法院全部设⽴破产审判庭或专业合议庭，专职审理破产案件。⽬前

全市法院专职破产审判法官��名，司法辅助⼈员��名，破产审判⼒

量显著增强，郑州法院破产专业化审判正式开启。

����年�⽉，郑州市破产管理⼈协会成⽴，开展管理⼈的管理、

培训、惩戒等⼯作，管理⼈及从业⼈员的业务能⼒⽔平、职业道德素

养不断提升，涌现⼀批⾼⽔平的管理⼈，为破产案件的⾼质量办理

提供保障和⽀撑。

推出“论坛+沙⻰+培训”模式，打造⾼素质的优秀破产法官、破

产管理⼈队伍。创办“中原破产法⾼峰论坛”， 联合河南省⾼级⼈⺠

法院、河南省社科院、河南⼤学共同举办“中原破产法⾼峰论坛”，已

经连续举办六届，线上线下�����余⼈次参加，成为河南省破产理论

研究和实践相结合的专业化名⽚，在我国中部地区乃⾄全国产⽣重

⼤影响⼒。创办研讨破产疑难问题、交流破产实务经验、提升破产业

务能⼒的“中原破产法实务沙⻰”，每期设定⼀个专题，邀请法院、管

理 ⼈ 单 位、政 府 机 关、科 研 院 所 等 专 业 ⼈ ⼠ 参 加，已 连 续 举 办� �

期，�����余⼈次线上线下参加。开展不拘形式的“每周⼀课、每⽉⼀

讲”业务培训，破产法官、管理⼈轮流开讲，实现讲者、听者的双提

升。

持续改进破产审判队伍作⻛，在破产审判条线深⼊开展教育整

顿，梳理破产审判中的顽瘴痼疾；定期开展案件评查，将评查结果在



全市法院进⾏通报，全⾯提升破产案件质量。加强对管理⼈的监督

管理，出台加强管理⼈队伍建设的⽂件，建⽴管理⼈承诺制度、报告

制度、评价制度和惩戒制度，明确选任、履职、惩戒等环节的程序和

具体要求。对管理⼈进⾏个案考核、年度综合考核，促使各管理⼈及

其从业⼈员提升业务能⼒⽔平和职业道德素养。

（⼆）强化建章⽴制，翻开破产⼯作新篇章

依托破产审判专业队伍、科研院所、专家学者、管理⼈单位，先

后出台《破产案件⽴案规程》《破产案件审理规程》《破产案件指定管

理⼈实施办法》《破产管理⼈⼯作规程》等规范性⽂件��份，为破产

审判的规范开展、质效稳步提升奠定制度基础。

结合各项制度试⾏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和总结的经验，对《破产

案件⽴案规程》《破产案件审理规程》《破产案件指定管理⼈实施办

法》《破产案件管理⼈⼯作规程》等制度⽂件不断修订完善，使其更

科学、实⽤，破产审判走上规范化。

建 ⽴ 执 转 破 ⻓ 效 机 制，出 台《关 于 执 ⾏ 转 破 产 常 态 化 实 施 办

法》，对移送案件的条件、程序提出具体要求，将符合条件的案件及

时导⼊破产程序，在加强破产审判的同时帮助化解“执⾏难”。

强化繁简分流，提⾼破产审判效率，出台《关于建⽴僵⼫企业破

产审判绿⾊通道的若⼲意⻅》，实现“⽆产可破”案件�个⽉内审结，

简单案件�个⽉内审结，⼀般案件��个⽉内审结，重⼤复杂案件⼀般

��个⽉内审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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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注重实践创新，推出破产⼯作新亮点

⼤胆探索庭外重组、预重整和破产重整、和解制度的衔接。出台

《关于规范破产重整程序中招募投资⼈的实施意⻅》《关于庭内重整

与庭外重组衔接制度操作指引》《审理预重整案件⼯作规程》等⽂

件，创新预重整模式，对有持续经营价值的企业，积极适⽤重整、和

解及整体出售⽅式进⾏救治。全市法院通过破产重整和解程序使得

� �家 企 业 重 ⽣，实 现 继 续 经 营，盘 活 资 产� � � . � �亿 元，化 解 债 务

���.��亿元，安置职⼯�����⼈。

在河南省煤层⽓开发利⽤有限公司破产案中，率先开展预重整

实践，最终以“预重整转和解”的⽅式，成功挽救了企业。化解国企改

⾰债务��.��亿元，化解司法案件��起（涉案⾦额约�.�亿元），安置

职⼯���名，为省煤层⽓公司的重⽣奠定坚实基础，为全省国企脱困

⾼质量发展探索出⼀条⾏之有效的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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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河南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破产重整案中，创设预留共益债模

式，解决重整期间挂靠项⽬⼯程款⽀付障碍。不到⼀年的时间实现

重整，化解债务19.71亿元，恢复正常⽣产经营，助⼒供给侧结构性

改⾰，维护区域社会和谐稳定，实现相关各利益⽅共赢，最⼤限度实

现资源优化配置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具有积极的法律价值和社会

价值。

在河南中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破产重整案中，采取“府院管企

多⽅联动、集中管辖⼀并受理、统⼀指定管理⼈联合管理、协同重整

计划统筹偿债资源、深度沟通重整⽅案尊重⾃愿凝聚共识”的⼯作

模式，不到��个⽉，帮助中孚实业及其关联企业涅槃重⽣，�家企业

重整成功，���.��亿元债务平稳化解并将在重整计划实现后得到

���%清偿，稳定了⾦融市场和����余名职⼯就业，有效保护中小投

资者利益及资本市场健康发展，为上市公司破产重整创设样本。

（四）服务发展⼤局，拓展破产⼯作新纬度

圆满完成“国有僵⼫企业”出清⼯作。采取府院联动、集中审查

分组受理、简案快审等⼯作措施，提前完成“国有僵⼫企业”破产审

判 任 务6 9件，规 范 市 场 主 体 退 出、释 放 ⽣ 产 要 素，其 中 盘 活 ⼟ 地

1261617.07平⽅⽶、房产283000.47平⽅⽶，清偿债务62510万元，

化解债务444852万，安置职⼯7906⼈。

疫情防控期间多措并举积极推进破产⼯作。制定《关于做好疫

情防控期间破产审判⼯作的指导意⻅》，对因疫情陷⼊经营困境的

企业及涉疫情防控物资的⽣产企业积极适⽤重整程序进⾏拯救。对

因受疫情影响，债务⼈申请重整计划延期的，经法院审查核实后批

准，不再由债权⼈会议进⾏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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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深化府院联动，实现破产⼯作新突破

经过多次汇报、沟通，郑州市政府出台《关于建⽴破产事务府

院联席会议制度的通知》，建⽴由郑州市政府牵头，郑州市司法局为

具体破产事务部⻔的府院联席机制，构建破产事务多⽅联动平台，

解决职⼯社保、资产处置、税务优惠、税务注销、信⽤修复、援助资⾦

等疑难问题。通过多轮协调沟通，与相关政府部⻔联合出台《关于防

范和打击利⽤破产程序逃废债⾏为专题会议纪要》《关于企业破产

程序涉税问题处理的意⻅》《关于⼤数据助⼒破产审判推动司法公

开⼯作实施意⻅》等多项跨部⻔协作⽂件。

管理⼈履职更加便利。着眼于破产管理⼈依法管理、处分破产

企业财产的法定职责，明确相关部⻔、⾦融机构应当积极⽀持和配

合破产管理⼈依法履职，多个部⻔均设⽴涉破产事项专⻔窗口，破

产管理⼈持受理裁定书和指定管理⼈决定书即可完成债务企业基

础资产调查以及财产处置等⼯作。

涉税办理更加优化。与市税务局出台破产涉税机制⽂件，内容

被国家税务总局吸收采纳。截⾄⽬前，全市税务部⻔为破产企业出

具���份清税⽂书，核销死⽋⾦额���.�万元，完成����家破产企业

的税收债权申报，合计⾦额达��.��亿元。



困境企业破茧再⽣。与多部⻔共同建⽴多项机制，实现破产企

业纳税信⽤、⼯商信⽤、⾦融信⽤修复。畅通企业融资途径，推动⾦

融机构就重整、和解后企业的融资需求提供⽀持。

逃废债打击⼒度加强。与⾦融机构、公安机关等强化信息共享，

联动⾦融机构建⽴逃废债⿊名单联动制裁机制和⻛险监测机制。

（六）借⼒信息平台，开启破产⼯作新模式

为解决破产审判事务中的难点和堵点，通过信息化⼿段提⾼破

产案件办理的质效，开发建设中原破产智慧管理平台，实现⽹上召

开债权⼈会议、询价、处置资产，并通过⽹络⽅式和管理⼈建⽴定期

沟通机制，确保破产事务的各项⼯作快速有序推进。

在中原破产智慧管理平台上，增设监管功能模块，实现对管理

⼈账⼾⼤额变动实时监管。通过积极推动破产审判信息化建设，实

现破产业务全流程线上办理，助⼒破产案件办理的阳光化、⽹络化、

智能化和移动化，不仅提⾼了破产⼯作效率，更使得破产费⽤占实

际清偿⽐例⼤幅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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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存在的问题和不⾜

（⼀）企业经营管理混乱增⼤案件办理难度

⼀是不少企业账册⽋缺真实性、完整性，账册不⻬、丢失、记载

混乱甚⾄存在“阴阳账册”，导致难以对公司资产债务进⾏全⾯审

计。⼆是⼀些企业成⽴时间较早，停产停业多年后进⼊破产程序，其

房屋、⼟地等不动产权属状况混乱，股东、⾼管下落不明，核查企业

情况、处理历史遗留问题的难度很⼤。三是部分企业股东不当处分

企业财产，有的企业由于内部⽭盾形成公司治理僵局，上述企业进

⼊破产程序后往往拒不提供甚⾄故意隐匿、销毁财务账册，并且拒

绝配合管理⼈调查企业状况，影响破产程序正常推进。

（⼆）破产程序存在被恶意利⽤的情况

实践中，⼀些债务⼈恶意利⽤破产程序中⽌执⾏、清理债务的

法律效⼒，提前转移隐匿财产、个别清偿债务或者与他⼈串通虚构

债务，之后申请进⼊破产程序。但由于债务⼈转移财产、个别清偿债

务等逃废债⾏为具有隐秘性，法院、管理⼈和其他债权⼈很难获取

充分证据，即使有时认为逃废债嫌疑明显，也⽆法直接认定，同时因

为查处难度⼤等原因，有关机关也缺乏接收虚假破产问题线索的积

极性，法律层⾯追究破产企业及其股东、⾼管逃废债刑事责任的实

例寥寥⽆⼏，给了此类⾏为继续滋⽣蔓延的空间。

（三）与先进地区还有较⼤差距

由于之前破产案件总量较少，破产审判相对边缘化，破产审判

规范化程度不⾼，破产法官和管理⼈队伍建设不到位，履职能⼒还

有很⼤提升空间。破产案件办理⽤时、回收成本，与省级、国家级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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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城市仍有较⼤差距。

（四）依法办案掣肘因素多

个别地⽅政府领导认为当地重点企业破产清算影响地区经济

发展和社会稳定，不同意依法处置相关破产企业的财产或将重整⽆

望的企业转⼊破产清算程序；有的案件职⼯、债权⼈不能理性⾯对

企业破产的客观现实，采取集体访、越级访、围堵法院或管理⼈等⾏

为，⼲扰法院和管理⼈依法办案。

（五）配套机制仍需进⼀步完善

破产府院联动机制实质性、常态化运作不理想，遇到困难障碍

难以及时有效化解。⼀些职能部⻔对破产这⼀特殊形态下相关事项

的办理缺少制度规则，导致相关事务处理存在制度障碍。⽐如在企

业注销登记、不动产处置、职⼯社保接续等⽅⾯经常遇到政策性困

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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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下⼀步⼯作计划

（⼀）深化府院联动机制

依托府院联动机制，通过与各职能部⻔签订具体的双边协议，

重新梳理、打通破产案件办理的各个环节，依托政府的强⼤⾏政⼒

量，在破产企业案前研判、职⼯⺠⽣保障、解除保全措施、完善税收

政策、重整企业信⽤修复、招募投资⼈、打击逃废债、⽭盾化解和维

稳处突等⽅⾯提供有⼒保障，切实提升破产案件办理质效。

（⼆）完善信息化建设

进⼀步完善中原破产智慧管理平台建设，⼤⼒推⾏线上申报债

权、资⾦监管、管理⼈⼯作汇报、线上会议、信息公开等功能，⽅便破

产案件各⽅当事⼈通过⽹络参与破产事务；与政府职能部⻔实现破

产信息共享，破产案件的公告、失信被执⾏⼈名单等信息向社会予

以公⽰。切实提⾼破产事务信息化应⽤⽔平。

（三）强化理论研究

利⽤丰富的破产审判案例资源，加强学术研究和调研⼯作，⼒

争出产优质的学术研究成果，推出全国破产审判的郑州经验。

（四）加⼤宣传⼒度

进⼀步加强破产保护理念的宣传⼒度，提⾼债权⼈、债务⼈的

权益保护意识，引导有拯救价值的企业及时导⼊破产程序，提⾼破

产案件的重整、和解可能性。在充分发挥中原破产法实务沙⻰的宣

传作⽤的同时，与本院宣传部⻔结合，通过召开案例新闻发布会、走

访企业、普法宣传等形式，提升社会⼤众对破产事务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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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法院破产审判典型案例

案例1  河南峰泰铝业有限公司重整案

（⼀）基本案情

河南峰泰铝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峰泰公司”）设⽴于����年

��⽉，位于巩义市回郭镇产业集聚区，注册资本����万元，其主要经

营业务为铝板、铝箔等项⽬的⽣产及销售，拥有年产��万吨铝板、铝

箔项⽬及年产�.�万吨阳极氧化铝基板项⽬。峰泰公司研发的阳极

化产品主要⽤在铝电路板的板基（即覆铜板板基）和LED灯的板基，

该铝电路板的板基优势众多，如散热好、价格低、可以重复回收熔炼

使⽤，节省成本等。但由于该公司联保互保过多、银⾏停贷及⾏业经

济形势下滑等导致企业陷⼊财务危机和经营危机，出现资不抵债的

情形。����年�⽉峰泰公司开始停产，并将其⼚区内的资产整体出租

给第三⽅进⾏使⽤。

2017年11⽉23⽇，峰泰公司以企业因经济形式下滑、银⾏停

贷、担保过多而陷⼊经营危机和财务危机，出现资不抵债的情形，但

企业有客⼾资源和⾏业优势，能够继续运营，有重整成功的可能为

由，要求对其进⾏破产重整。经审查，巩义市⼈⺠法院于2018年3⽉

21⽇裁定受理峰泰公司重整⼀案，并指定管理⼈。重整期间在巩义

市⼈⺠法院的指导和监督下，通过企业、管理⼈等多⽅努⼒，完成了

该企业的资产调查、债权申报、债权⼈会议召开、特别是战略投资⼈

的寻找招募等各项⼯作，想⽅设法帮助企业做好⽣产⾃救等后续⼯

作。

因⼚区占地系租赁集体⼟地，⼚房等建筑物也⽆权属证书，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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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资产快速变现后价值将远远低于账⾯价值，若进⾏破产清算，普

通债权清偿⽐例仅为0.9%左右。同时，峰泰公司尚拥有过硬的⽣产

技术和⼯艺、相应环保资质、稳定的客⼾资源，公司管理团队和技术

⼈员并未流失，具备⼀定的重整价值。

（⼆）审理情况

管理⼈根据企业实际情况制定重整计划草案，将重整期拟定为

�年，公司原股东将股权全部⽆偿让渡给重整投资⼈，重整投资⼈投

⼊����万元左右的重整资⾦。有财产担保债权、职⼯债权将全额进

⾏清偿，普通债权按�%的⽐例分批清偿。经过⼤量的⼯作并经债权

⼈分组表决，各债权组均表决通过了重整计划草案。����年�⽉��⽇，

巩义法院裁定批准河南峰泰铝业有限公司重整计划并终⽌重整程

序。重整计划通过后，重整投资⼈已按照重整计划的要求陆续开始

进⾏资⾦的投⼊，企业也已经逐步开始恢复正常的⽣产和经营，

����年底，管理⼈顺利完成了第⼀批偿债资⾦的分配⼯作。

（三）典型意义

本案在制定重整计划草案时，结合企业情况⼤胆创新，以“承债

式收购”的形式制定重整计划，以延⻓重整期的形式提⾼债权⼈的

受偿⽐例，确保了重整计划草案的通过，也使得债权⼈的权益得以

最⼤化。

峰泰公司重整案的顺利审结及重整计划的执⾏，使得陷⼊困境

已经停产的企业获得新⽣，使得债权⼈的受偿率得到⼤幅度提升，

扭转了⼴⼤债权⼈对破产案件的认知，取得了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

会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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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2  河南商贸集团有限公司破产清算案

（⼀）基本案情

河南商贸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商贸集团）成⽴于2010年2⽉

6⽇，该集团公司由商务厅原管辖的26家外贸企业组成。注册资本为

20000万元，住所地为郑州市⾦⽔东路80号绿地新都会6号楼16层，

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公司的经营范围：政府授权

国有资产的经营与管理；国内商品贸易；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者禁⽌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承包与其

实⼒、规模、业绩相适应的国外⼯程项⽬；对外派遣实施上述境外⼯

程所需的劳务⼈员；承办商品交易会、洽谈会，会展服务；仓储；汽⻋

及零配件的进出口业务。截⽌到2017年12⽉31⽇，商贸集团资产总

额为893,047,047.61元，负债总额为1,013,341,063.60元。⼦公司

20家，其中全资⼦公司14家。

（⼆）审理情况

2018年5⽉25⽇，商贸集团因⽆⼒清偿到期债务且严重资不抵

债，债权⼈河南省通⽤机械进出口公司向郑州中院申请商贸集团破

产清算，郑州中院于2018年7⽉2⽇裁定受理，并于2018年8⽉1⽇指

定商贸集团清算组担任管理⼈。2019年5⽉8⽇宣告商贸集团破产。

2019年5⽉30⽇经过多轮举牌竞价，商贸集团持有的17家公司股权

以2.23亿元成交。2019年5⽉30⽇郑州中院裁定终结破产程序。

（三）典型意义

区别资产性质和种类，分别采取场内拍卖、⽹络拍卖、实物变卖

等多种⽅式灵活⾼效处置破产财产。开创了总公司破产清算不影响

⼦公司正常⽣产经营的模式，通过处置⼦公司股权⽅式，实现⼦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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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平稳过渡。

案例3  河南恒丰钢缆有限公司破产清算转重整案

（⼀）基本案情

河南恒丰钢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丰钢缆公司”）设⽴于

2006年1⽉，位于巩义市康店镇焦湾村，注册资本10100万元，是河

南省⾸家引进并专业⽣产混凝⼟⽤预应⼒钢绞线的企业，各类预应

⼒钢绞线年产能⼒15万吨，是河南省钢绞线⾏业的⻰头企业。产品

⼴泛应⽤于⾼速铁路、⾼速公路、桥梁隧道、机场码头、电站堤坝、⼭

体及坑道锚固、⼤跨度预制材料等基本建设领域。

⾃2012年以来，受整体经济下⾏、⾦融政策调整、代偿互保企业

债务等多种因素影响，恒丰钢缆公司流动资⾦持续紧张，财务费⽤

不断攀升。为维系⽣存，企业已将全部资产⽤于抵押贷款，就连应收

账款也质押给了⾦融机构。⾄2017年7⽉，企业经营状况全⾯恶化，

截⽌到被申请破产清算时，已丧失融资能⼒，流资极度短缺，⽆法承

接客⼾订单，⽣产处于停滞状态。

（⼆）审理情况

受理破产清算申请后，因恒丰钢缆公司仍具有营运能⼒和价

值，为了保障众多职⼯的稳定，在消化⼈⼒资源成本的同时可以实

现部分盈利，基于管理⼈的申请，巩义法院准许恒丰钢缆公司继续

营业，确保企业“破产不停产”。后巩义法院根据该案的特殊情况，积

极认真的对企业的情况进⾏调研，⼒争最⼤限度地化解该企业的问

题 和 纠 纷 。通 过 分 析 调 研，巩 义 法 院 认 为 该 企 业 具 有 重 整 价 值，

2018年6⽉30⽇，巩义法院根据恒丰钢缆公司的申请，裁定河南恒丰

钢缆有限公司转⼊重整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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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整期间在巩义法院的悉⼼指导下管理⼈进驻企业开展重整

⼯作。在巩义法院的指导和监督下，通过企业、管理⼈等多⽅努⼒，

完成了该企业的资产调查、债权申报、债权⼈会议召开、特别是战略

投资⼈的寻找招募等各项⼯作，想⽅设法帮助企业做好⽣产⾃救等

后续⼯作。由于该企业涉及债权⼈⼈数众多，债权⾦额较⼤，部分⾦

融机构债权⼈为使⾃⾝权益得到保障，甚⾄采取单⽅处置企业股

权、扣划企业保证⾦等⾮法形式进⾏抵触。在坚持公平公正公开原

则的前提下，巩义法院和管理⼈多次与相关⾦融机构债权⼈进⾏协

商沟通，积极释法明理，帮助分析利弊，从而得到该部分债权⼈的认

可和⽀持。同时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充分保障债权⼈的知情权和参

与权，让债权⼈参与到整个破产案件中，通过深⼊企业了解情况，参

与债委会等重⼤事项的讨论研究，充分发表⾃⼰的意⻅和建议，共

同提出有效平衡各⽅权益的重整计划草案。经过⼤量的⼯作并经债

权⼈分组表决，各债权组均表决通过了重整计划草案。2019年6⽉

25⽇，巩义法院裁定批准河南恒丰钢缆有限公司重整计划并终⽌重

整程序。重整计划现已进⼊执⾏阶段，实现了对该企业的有效拯救，

确保了恒丰钢缆公司11万平⽅⽶的⼟地、2万余平⽅⽶的⼚房、⻋间

得以盘活，近10亿元的不良资产得以化解，其中涉及⾦融机构债权

19家，⾦额达7.8亿元。139名职⼯的债权全额得到清偿，职⼯的权益

得到了充分保障。

（三）典型意义

1.创新启动先予执⾏程序，依法追回债务⼈财产，确保“破产不

停产”。本案存在⾦融机构在破产受理后私⾃划拨账⼾⾦额⽤于个

别清偿的⾏为，针对该⾏为巩义法院果断在诉讼程序中创新启动了

先予执⾏程序，通过召开听证会、强制执⾏等⽅式，依法追回了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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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产。同时，巩义法院快速协调相关法院依法中⽌了对债务⼈恒

丰钢缆公司的多起执⾏案件和诉讼案件，解除了对债务⼈的财产查

封、冻结等保全措施，为恒丰钢缆公司在破产期间“破产不停产”奠

定了基础，创造了条件，此举对保留企业技术⻣⼲，稳定职⼯队伍，

防⽌客⼾流失，实现破产财产的保值增值，增强⼴⼤债权⼈和重整

投资⼈的信⼼具有重要意义。

2.恒丰钢缆公司重整案采⽤了“股权投资+⽐例化承担债务”的

新型重整模式。开创了战略投资⼈向破产企业注⼊流动资⾦置换股

权，并以债务⼈实有资产评估价值为基础⽐例化清偿不同类债权的

新模式。本案中，战略投资⼈结合企业经营发展规划，计划累计新投

⼊不低于6000万元的流动资⾦，持续加⼤债务⼈的⽣产规模；同时

承诺按重整计划设定的偿债⽅案，争取提前清偿所有重整债务，并

⼤⼒推动债务⼈在未来⼀定时间内冲击科创板。

3.恒丰钢缆公司重整案的成功办理，同时盘活了两个企业的破

产财产。恒丰钢缆公司重整案的成功办理，盘活了被担保企业河南

鑫鹏⾦属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鹏公司）的有效资产。鑫鹏公司

因资不抵债于2016年11⽉进⼊破产清算程序，按照有利于全体债权

⼈利益的原则，恒丰钢缆公司以债权⼈⾝份出资购买了鑫鹏公司的

破产财产，接受了鑫鹏公司占⽤的⼟地、⼚房及设备。恒丰钢缆公司

重整计划获批后，战略投资⼈组织⼈员启动了鑫鹏公司的⽣产经营

活动。两个公司，累计实现职⼯再就业300余名，盘活⼟地106720平

⽅⽶，盘活⼚房⻋间70000余平⽅⽶，预计年产值可达7亿元，实现利

税4000万元。

综上，恒丰钢缆公司破产清算转重整⼀案，在府院联动⼯作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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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的⼤⼒⽀持下，充分结合政府⾏政权与⼈⺠法院司法权服务案

件，在合法合规的基础上处理了⼀个⼜⼀个难题。恒丰钢缆公司重

整案的顺利、平稳、⾼质量进⾏，不仅为郑州市⼯业供给侧改⾰的进

程加⼊推⼒，维护了区域社会的和谐稳定，⼜实现了相关各利益⽅

的共赢，最⼤限度地实现了资源的优化配置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具有积极的法律价值和社会价值。

案例4  河南省⼤地农化有限责任公司、开封⼤地农化⽣物科技

有限公司合并破产重整案

（⼀）基本案情

开封⼤地农化⽣物科技有限公司为河南省⼤地农化有限责任

公司的全资⼦公司，两公司管理⼈员、资产存在⾼度混同，对外债务

互为担保。到2015年申请破产时拥有14个农药⽣产批准或者登记证

书，其中产品⼄蒜素拥有国内唯⼀⽣产批准证书。由于其经营管理

不善、农化类企业政策性搬迁周期过⻓、项⽬所需资⾦过⼤、盲⽬扩

张和⾼成本融资等因素导致⺟⼦公司的⽣产经营接连遭遇巨⼤困

难，陷⼊财务危机。2015年10⽉27⽇，郑州⾼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法院裁定受理河南省⼤地农化有限责任公司破产清算⼀案；后⼜因

河南省⼤地农化有限责任公司的主要债权⼈表⽰同意债务⼈重整，

且此案受理前，已有11名债权⼈与债务⼈河南省⼤地农化有限责任

公司签订了债转股协议，2015年11⽉16⽇，裁定⾃即⽇起对河南省

⼤地农化有限责任公司进⾏重整；2015年11⽉17⽇，郑州⾼新技术

产业开发区⼈⺠法院裁定受理开封⼤地农化⽣物科技有限公司破

产重整申请，并对河南省⼤地农化有限责任公司、开封⼤地农化⽣

物科技有限公司进⾏合并重整。并通过发布选任管理⼈公告，经⾃

愿报名，通过摇号的⽅式选定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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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理情况

由于公司的⼄蒜素原药、部分小药等产品质量及市场前景得到

同⾏及现存经销商的肯定与赞誉，具有⼀定的技术开发与市场开拓

潜⼒。据此，本案采取引⼊战略投资⼈，改善公司治理结构，注⼊运

营资⾦，更新设备，完善并开发新技术，重新调配原⾼级管理⼈员及

职⼯岗位职责，提供⽣产所需的房屋、排污等设施，使恢复企业正常

⽣产经营状态。

⺟⼦公司共接收债权申报总额本息共计109,175,821.30元，经

管 理 ⼈ 审 核 后 的 债 权 数 额 为9 5 , 7 6 0 , 3 9 0 . 0 4元 ，职 ⼯ 债 权 为

3,279,000.00元，加上其他费⽤，资产负债率⾼达695.04%。鉴于债

务⼈所有的地上建筑物，且其拥有的农药资质、商标证书等，通过分

析，对债务⼈进⾏重整，可最⼤程度的发挥破产财产的价值，且债权

⼈的受偿⽐例也会明显提⾼。在第⼀次债权⼈会议中，通过分组表

决，⾼票通过了管理⼈制作的《重整计划草案》。根据通过的《重整计

划》，职⼯债权100％受偿；税款债权100％受偿；普通债权分段按⽐

例采⽤差额累进清偿原则受偿（100000元以内部分统⼀按照60%进

⾏受偿；100000元以上的债权统⼀按20.2137%进⾏清偿）；战略投

资⼈除对债务⼈⾼级管理⼈员进⾏调整外，在不违反现⾏有效劳动

法律法规的前提下，持续现有在岗职⼯的劳动关系。该案《重整计

划》于2017年6⽉25⽇全部执⾏完毕，各组债权⼈均已按照计划规定

如期获得受偿，同时，管理⼈的监督职责完成，重整执⾏程序终结。

⽬前，新的⼤地公司经过公司架构重塑、产品供给结构升级、技术设

备更新、市场渠道拓宽等⾰新措施，运营秩序稳定，符合重整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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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典型意义

本案是两家企业实质合并并重整成功的典型案例，识别并保护

优质资源及核⼼⽣产要素，保留有效的⽣产⼒，维持职⼯就业，实现

企业整合及产业升级。审理中，充分调查了解两家企业的实际情况，

采⽤实质合并重整的审理模式，从企业的资产、管理⼈员及财务⼈

员的任职、资⾦流动等情况分析，查证两企业存在⾼度混同情况，从

而对两企业进⾏合并重整。保护企业核⼼⽣产要素，最⼤程度的优

化资源配置，确保企业存续经营，避免职⼯失业；普通债权额分阶段

按不同⽐例清偿，对小额债权⼈的权益保护给予适当倾斜；实现⼴

⼤债权⼈的利益最⼤利益。

案例5  河南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破产重整案

（⼀）基本案情

河南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设集团）前⾝是1953年

1⽉29⽇成⽴的河南省⼈⺠政府建筑⼯程局，后改组为河南省建设

总公司，2008年改制为河南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具有房屋建筑⼯

程施⼯总承包⼀级资质等，是河南省唯⼀⼀家省管国有建筑企业。

近年来，建设集团因⾃⾝发展滞缓、业务模式落后等原因，发⽣危机

后⽆法⾃救。

近年来，受宏观经济下滑、融资成本⾼昂、商业模式缺陷、内部

管理规范性不⾜影响，建设集团资⾦链断裂，出现亏损，拖⽋债务不

能按期偿还。有⼤量债权⼈起诉，建设集团银⾏账⼾已被司法冻结，

主要资产也被查封。

根 据 审 计 机 构 出 具 的《 审 计 报 告 》显 ⽰ ，截 ⾄ 审 计 基 准 ⽇（

2019年7⽉31⽇），建设集团经审计后的总资产账⾯值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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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主要包括货币资⾦、应收款项、固定资产、⽆形

资产（不含两处划拨⼟地）、⻓期股权投资等，全部纳⼊债务⼈财产

范围。 根据评估机构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截⾄评估基准⽇（

� � � � 年 � ⽉ � � ⽇ ），建 设 集 团 全 部 资 产 市 场 法 评 估 值 为

���,���,���.��元，清算状态下评估值为���,���,���.��元。

经 管 理 ⼈ 审 查 确 认 债 权 共 5 2 8 笔 ，确 认 债 权 ⾦ 额 为

1,377,073,269.91元，确认税款债权1,602,795.68元。因诉讼、仲裁

未决、条件未成就等其他客观原因暂缓确认的债权共69笔，涉及债

权⾦额为543,222,710.45元。经管理⼈调查建设集团职⼯债权总额

14,410,103.58元，共涉及职⼯257名。截⽌重整计划出具之⽇，建

设集团已经发⽣并预计将产⽣共益债务总额为569,398,301.38元。

（⼆）审理情况

郑州中院于2019年5⽉24⽇⽴案登记建设集团破产重整案，

2019年7⽉31⽇裁定受理。2020年4⽉30⽇表决通过《重整计划》，

2020年7⽉21⽇批准重整计划、终结重整程序。⽤4.65亿元化解

19.71亿元的债务。其中，职⼯债权和1亿元小额债权100%清偿；

15亿元普通债权清偿率为9.9%；3亿元的⻓期留债债权的清偿率提

⾼到60%。⽬前省建设集团已恢复正常⽣产经营。

（三）典型意义

建设集团涉及45个⼯程项⽬。⼯程项⽬涉及建设⽅、承包⽅、分

包⽅、供应商、实际施⼯⼈、包⼯头、农⺠⼯以及购房⼈、政府等众多

利益群体。其中13个在建运⾏项⽬，涉及建设单位13个、劳务分包商

38个、材料供应商391个、设备租赁商113个、专业分包商60个、农⺠

⼯2040⼈、购房者1738⼈。如在建⼯程项⽬不稳定，则会导致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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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供应商的各种款项和农⺠⼯⼯资将被拖⽋，可能会导致各类

信访，影响社会稳定⼤局。合议庭先后深⼊多个项⽬施⼯现场，向甲

⽅现场代表、建设集团项⽬管理⼈员、建筑⼯⼈了解⼯程形象进度、

资⾦拨付、安全⽣产、农⺠⼯⼯资发放等情况，要求建设集团项⽬现

场管理⼈员强化安全意识，严格落实安全⽣产的各项规定和要求，

及时⽀付农⺠⼯⼯资，保障在建⼯程项⽬平稳运转，间接保障了包

括建设单位、劳务分包商、材料供应商、设备租赁商、专业分包商等

���多家⺠营企业的正常⽣产运营，化解了农⺠⼯⼯资、购房⼾房屋

交付等⺠⽣问题。

建设集团破产重整案，创设预留共益债模式，解决了重整期间

挂靠项⽬⼯程款⽀付障碍；设计不同清偿⽅案，赋予债权⼈选择权。

充分发挥“府院企”密切联动，凝聚合⼒，在合法合规的基础上处理

了⼀个⼜⼀个难题，为供给侧改⾰的进程加⼊推⼒，维护了区域社

会的和谐稳定，实现相关各利益⽅的共赢，最⼤限度地实现了资源

的优化配置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具有积极的法律价值和社会价

值。

案例6  河南省煤层⽓开发利⽤有限公司重整转和解案

（⼀）基本案情

河南省煤层⽓开发利⽤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煤层⽓公司）成⽴

于2007年1⽉，由省政府国资委及省内主要煤业集团出资组建，主要

负责河南省煤层⽓勘探、开发、抽采及利⽤⼯作，是全国⾸家省级煤

层⽓抽采利⽤和⽡斯综合治理国有⼤型能源企业，是国⼟资源部煤

层⽓矿权管理联系定点企业，与中⽯油、中⽯化、中海油⼀起被国务

院授予煤层⽓对外合作专营权；注册资本⾦8.69亿元；所属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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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年以来，业务停滞，资不抵债，债务沉重，诉讼缠⾝，拖⽋

⼯资，⼈才流失，����年列为省属⼀级“僵⼫企业”。截⾄����年�⽉

��⽇，煤层⽓公司净资产-��.��亿元，经审计确认负债��.��亿元，

根据审计公司评估可变现资产仅为�.��亿元；在册员⼯����⼈。

（⼆）审理情况

2019年5⽉21⽇，郑州中院登记⽴案煤层⽓公司预重整案。5⽉

31⽇，预成⽴煤层⽓公司清算组，并预指定清算组担任管理⼈。7⽉

10⽇，召开了煤层⽓公司预重整第⼀次预债权⼈会议，会议审议并

⾼票通过了煤层⽓公司财产管理⽅案和重整计划草案。7⽉16⽇，裁

定受理煤层⽓公司的破产重整申请。8⽉26⽇，召开第⼀次债权⼈会

议。9⽉11⽇，根据煤层⽓公司的申请，裁定将破产重整程序转为破

产和解程序。9⽉26⽇，召开了第⼆次债权⼈会议，⾼票通过了破产

和解协议草案。10⽉18⽇，裁定确认和解协议，终结和解程序。化解

了28.73亿元债务（债权申报总额31.15亿元），化解56起案件（涉案

⾦额约5.7亿元），573名职⼯得到了全员安置，为煤层⽓公司的重

⽣，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为国企破产探索了⼀条⾏之有效的新路。

（三）典型意义

探索了⼀条“预重整+和解”的独特路径，通过法院的路径规划、

债务⼈的多轮谈判，最终实现了破产和解，更好地消减了债权⼈的

对⽴和抵触情绪，有效地维护了社会稳定，对于⼤型企业具有很好

的⽰范作⽤。

增设⼴泛听证环节，丰富了⽴案登记制度。本案在作出受理裁

定之前，进⾏了由⼴泛利害关系⼈参与的破产⽴案听证，取得了良

好效果。增设听证程序，⼀⽅⾯，为利害关系⼈提供程序保障，使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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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早地介⼊破产程序，既为需要履⾏沟通请⽰程序的债权⼈提供⾜

够的决策和反应时间，也避免由于前期未参与、后期只能通过上诉

救济权利，而造成司法资源的浪费；另⼀⽅⾯，有效消减信息不对

称，以公开促公正。作为合作伙伴、股东、职⼯等，利害关系⼈往往对

申请⼈的实际经营状况、资产情况有⽐较深⼊的了解，通过⽴案听

证，能有效促进双⽅开诚布公、互谅互信，也能使法院掌握更充分更

真实的情况。

案例7  郑州⼤港置业有限公司破产重整案

（⼀）基本案情

郑州⼤港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港置业）成⽴于2012年

11⽉，系从事房地产开发的企业。⼤港置业开发的项⽬“⼤港壹号”，

也是该公司唯⼀经营项⽬。由于⼤港置业建设资⾦短缺，股东缺乏

房地产开发和管理经验，且公司内部管理混乱，加上⾼息借贷数额

巨⼤等诸多原因，⼤港置业不能按约⽀付⼯程款，导致⼯程项⽬处

于停⼯状态。由于⼯程迟迟不能竣⼯，⼤港置业不能按约交付300余

⼾购房⼾的房屋以及5000余平⽅⽶的拆迁安置房屋，存在很⼤的信

访稳定⻛险。2019年10⽉18⽇，⼤港置业向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

验区⼈⺠法院（以下简称港区法院）申请破产重整。2019年11⽉6⽇，

为准确判断该企业的重整价值和再⽣可能，最⼤限度地维护相关当

事⼈的合法权益，港区法院组织召开案件审查听证会。2019年11⽉

28⽇，港区法院裁定受理⼤港置业重整申请。2019年12⽉5⽇，通过

公开竞争聘任的⽅式，港区法院指定北京德恒（郑州）律师事务所、

河南盛达会计师事务所担任⼤港置业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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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理情况

在重整过程中，港区法院指导管理⼈积极⾯向市场积极招募投

资⼈，以实现企业和债权⼈利益最⼤化。受疫情及房地产市场低迷

等因素的影响，在招募意向投资⼈时，虽有多家公司前来了解情况，

但除河南通利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通利公司）外均在经

历了疫情后表⽰放弃。����年�⽉，管理⼈最终确定通利公司为⼤港

置业重整意向投资⼈，并迅速形成重整计划草案。根据重整计划草

案，该案中的拆迁债权、⼯程债权、财产担保债权、职⼯债权、税收债

权将得到���%清偿，普通债权的清偿率由清算条件下的��%提升

到涉商业购房类普通债权���%、其他类普通债权��%以上。

2020年8⽉13⽇，郑州⼤港置业有限公司第⼆次债权⼈会议对

重整计划草案进⾏了分组表决。经表决，拆迁债权组、⼯程债权组、

财产担保债权组、职⼯债权组、税收债权组、普通债权组、出资⼈组

通过了重整计划草案，财产担保债权组未通过重整计划草案。鉴于

财产担保债权⼈仅有⼀家，实际上在重整计划草案表决中享有“⼀

票否决权”，港区法院充分利⽤府院联动机制作⽤，发挥政府协调和

保障职能，解决⾦融债权谈判困难的问题。最终，在政府、法院及管

理⼈等多⽅的不懈努⼒下，经过多轮磋商，⼤港置业⼆次债权⼈会

议表决通过重整计划。港区法院根据管理⼈的申请，于2020年9⽉

30⽇裁定批准了重整计划，并终⽌破产重整程序。⽬前，在管理⼈的

监管下，重整计划正在有序执⾏中。

（三）典型意义

本案审理过程中，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法院充分调

动各⽅⾯的积极因素，准确进⾏⻆⾊定位，即“党委领导、法院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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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协同”，建⽴府院联动机制，通⼒合作，积极稳妥地推进破产⼯

作。从案件处理效果来看，不仅有效地解决了涉及社会稳定的⽭盾

纠纷，而且有效地盘活了破产企业资产，达到了较好的法律效果和

社会效果。

案例8  河南泰邦厨具有限公司破产重整⼀案

（⼀）基本案情

河南泰邦厨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邦公司）成⽴于2008年，占

地⾯积200余亩，拥有员⼯150多⼈，其中专业技术⼈才30多⼈，是⼀

家专⻔从事铝材料深加⼯的⾼新技术开发企业。公司产品包括：汤

锅、炒锅、煎锅、蒸锅、奶锅以及家⽤箔、容器箔、航空精度餐盒、铝箔

保鲜膜、复合铝塑膜、复合铝箔纸等。公司产品远销于美国、哥伦⽐

亚、印度、巴西、⽇本、尼⽇利亚等海外⼗⼏个国家，是河南省商务厅

重点保护扶持企业，省市级领导多次到公司调研及指导⼯作。 

因国家⾦融政策调整，该公司陷⼊互保连带责任旋涡，加之中

美贸易战和新冠疫情的叠加影响，公司对外出口活动严重受阻，接

踵而来的诉讼案件令其不堪重负，因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资产不⾜

以清偿全部债务而被动破产。2018年2⽉28⽇，申请⼈杨雪艳、王孝

鹏、刘保成以申请⼈对被申请⼈泰邦公司享有合法债权，被申请⼈

没有清偿到期债务，企业处于半停产状态，明显缺乏清偿能⼒，但其

产品具有较强的市场竞争⼒，具备重整价值为由要求对泰邦公司进

⾏重整。为对申请⼈提交的材料进⾏全⾯审查，巩义市⼈⺠法院分

别于2018年3⽉16⽇、2018年3⽉29⽇组织申请⼈和被申请⼈进⾏了

听证调查。2018年4⽉8⽇，巩义市⼈⺠法院裁定受理泰邦公司重整

⼀案，并指定北京⼤成（郑州）律师事务所为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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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理情况

巩义市⼈⺠法院和产业集聚区领导了解到企业出现的实际困

难后，积极引导和帮助该企业利⽤铝箔卷、保鲜膜技术优势，加⼤国

内市场开发⼒度，⼤⼒开拓⾼等院校、外卖物流和楼宇经济所需的

⼀次性铝箔餐盒及家⽤⻝品安全保鲜膜市场，特别是⾃新冠疫情好

转以来，学校、外卖对于铝箔餐盒需求量⼤增，管理⼈⿎励泰邦公司

积极抓住机会，努⼒调整产品结构，加⼤出口导向性向国内市场⼤

循环转型；⽀持债务⼈主导产品不粘锅积极参与军⽤品采购竞标。

上述举措，确保了企业重整期间⽣产不停顿，技术⻣⼲不流失和基

本员⼯队伍不解散；同时，为招募重整投资⼈和拓宽市场渠道打下

了良好的基础。

泰 邦 公 司 共 接 受 债 权 申 报1 2 4 , 9 1 4 , 2 6 8 . 6 5元 ，裁 定 确 认

111,364,207.09元。2018年9⽉5⽇，巩义法院召开泰邦公司第⼀次

债权⼈会议，2020年7⽉30⽇，召开第⼆次债权⼈会议，会后表决通

过《重整计划》，2020年11⽉27⽇，巩义法院裁定批准泰邦公司重整

计划，终⽌重整程序。根据通过的《重整计划》，职⼯债权全额清偿，

税款债权⼀次性全额清偿，抵押债权优先受偿部分分两年偿清，普

通债权10万元以下（含10万）的部分按照50%的⽐例⼀次性清偿，

10万元以上（不含10万）的部分按照9.78%的⽐例分四年偿清。      

在《重整计划》表决过程中，⾦融机构债权⼈，特别是浦发村镇

银⾏等本地⾦融机构在党委政府的协调下率先投票⽀持重整计划

草案，为泰邦公司的重整再⽣点燃了⽣命之花。

（三）典型意义

泰邦厨具进⼊破产重整程序后，巩义市⼈⺠法院指导管理⼈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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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利⽤泰邦厨具原有的资产、设备、技术及国际认证等重整优势，制

定了切实可⾏的重整计划草案，并批准通过。该重整计划的通过，使

危困企业重获新⽣，实现了企业财产的保值增值，确保了债权⼈利

益的最⼤化，为创新型技术企业的发展带来了⽣命⼒和创造⼒，为

地⽅出口型企业转⼊国内⼤循环树⽴了新样本，也为进⼀步优化营

商环境，服务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法治保障。

案例9  河南中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六家关联公司破产重

整案

（⼀）基本案情

河南中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孚实业）是1993年注

册 的 外 资 控 股 上 市 公 司 ，2 0 0 2年 在 上 交 所 挂 牌 上 市 ，证 券 代 码

600595；公司位于巩义市，主营范围为煤炭开采、⽕⼒发电、电解

铝、铝精深加⼯等，是河南省乃⾄全国铝加⼯产业链⽐较完备的企

业之⼀；公司实际控制⼈为俄罗斯Vi·Holding集团，通过河南豫联

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豫联集团）持股54.93%。

近年来，受国际贸易形势变化、国内外疫情、国家产能政策调

整、市场环境不佳等因素影响，中孚实业及其关联公司（包括⺟公司

豫联集团、⼦公司中孚碳素、中孚电⼒、中孚铝业、林丰铝电、安阳⾼

晶）经营状况恶化，陷⼊债务危机，核⼼资产⾯临被司法处置⻛险，

中孚实业股票已被冠以ST，其股价在2020年5⽉⼀度跌⾄1.38元/股

的 最 低 点 。截 ⽌ 破 产 申 请 时，七 家 公 司 资 产 共 计9 2 . 4亿 元，负 债

298.86亿元，资产负债率⾼达323%。如不能尽快改善经营状况、化

解债务危机、企业将⾯临退市和破产清算的⻛险，可能造成3000余

名职⼯失业、1000余名债权⼈和9万余名投资者的损失⽆法挽回、

— �� —



800余家上下游企业连带受创等连锁反应，甚⾄可能引发区域社会

稳定和⾦融⻛险。

郑州中院于2020年10⽉⾄12⽉，根据债权⼈申请，并经最⾼⼈

⺠法院批准，陆续受理中孚实业及其六家关联公司破产重整案，并

指定由巩义市政府及相关部⻔领导组成的清算组任各公司管理⼈。

（⼆）审理情况

郑州中院分别于2020年12⽉14⽇召开豫联集团破产重整案第

⼀次债权⼈会议；2021年2⽉7⽇召开中孚实业、中孚铝业、中孚电

⼒、中孚碳素、安阳⾼晶、林丰铝电六家公司破产重整案第⼀次债权

⼈会议。第⼀次债权⼈会议分别报告了管理⼈阶段性执⾏职务⼯作

报告、审计机构阶段性⼯作报告、评估机构阶段性⼯作报告、财产状

况调查⼯作报告，并核查了债权。

郑州中院分别于2021年5⽉10⽇召开豫联集团破产重整案第⼆

次债权⼈会议；2021年7⽉9⽇召开中孚实业、中孚铝业、中孚电⼒、

中孚碳素、安阳⾼晶、林丰铝电六家公司破产重整案第⼆次债权⼈

会议。第⼆次债权⼈会议分别核查了债权，并表决通过了《重整计划

草案》。

重整计划的主要内容包括：中孚实业按每10股转增10股的⽐例

实施资本公积转增股本（不⾜⼀股按⼀股计算）转增股票不向原股

东分配，全部⽆偿让渡。⽆偿让渡股票中的约11.63亿股分配给中孚

实业及中孚实业五家⼦公司的债权⼈⽤于清偿债务。剩余股票由管

理⼈进⾏附条件公开处置，股票处置所得⽤于⽀付破产费⽤、偿还

共益债务、清偿债务及补充流动资⾦等。职⼯债权、社保债权不作调

整，在重整计划期间全额以现⾦⽅式清偿；有财产担保债权在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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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产评估值范围内优先受偿，未能受偿的部分将按照普通债权受偿

⽅案获得清偿；普通债权清偿⽅式不同公司确定��万元、��万元的

不同额度内⼀次性全额清偿，超出部分区分⾦融类普通债权、⾮⾦

融类普通债权确定以股抵债、⼀定期限的留债及按��%⼀次性⽀付

的⽅式予以清偿；融资租赁债权，参照有财产担保债权处理。

郑州中院于2021年7⽉29⽇，裁定批准豫联集团重整计划并终

⽌破产重整程序；2021年8⽉10⽇，裁定批准中孚实业、中孚铝业、中

孚电⼒、中孚碳素、安阳⾼晶、林丰铝电重整计划并终⽌破产重整程

序。经过近5个⽉执⾏，中孚实业、中孚铝业、中孚电⼒、中孚碳素、安

阳⾼晶、林丰铝电分别在管理⼈的监督下，完成重整计划规定的现

⾦清偿、留债告知、股票划转、偿债资⾦及抵债股票预留、破产费⽤

⽀付等事项，郑州中院于2021年12⽉29⽇，裁定确认河南中孚实业

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执⾏完毕，并终结河南中孚实业股份有限公

司重整程序。

（三）典型意义

郑州中院在审理中孚实业系列破产重整案件中，创新性地采取

了协同重整的模式，即：有序受理、分别审理、管理⼈同⼀、程序协

同、实体兼顾，统筹安排破产重整事宜。在各公司破产重整程序独⽴

的前提下，既适⽤了关联企业程序合并审理的⾼效协同规则，⼜采

⽤了关联企业实质合并审理的统筹偿债资源规则。既提升了七家公

司破产重整效率，⼜实现了⺟⼦公司偿债资源分配及债权清偿的⾼

度统筹。

⼀是先⾏受理⺟公司豫联集团的破产重整申请，对豫联集团持

有中孚实业的股票资产采取冻结措施，防范豫联集团核⼼资产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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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确保上市公司重整期间⼆级股票市场的稳定。然后在最⾼⼈⺠

法院批准后⼀并受理中孚实业及其五家⼦公司的破产重整申请，包

括不在郑州中院辖区的林丰铝电、安阳⾼晶两家企业，有利于协同

审理，提⾼审判效率。

⼆是七家公司的管理⼈成员⼀致，统⼀进驻接管七家公司，协

同开展资产核查、债权审核、审计、评估、制作重整计划草案、召开债

权⼈会议、沟通协调债权⼈等各项具体⼯作，减少了不必要重复⼯

作，确保了⼯作标准⼀致，提⾼了⼯作效率和效果。

三是统筹偿债资源，提⾼债权清偿率。中孚实业转增股票中部

分股票分配给中孚实业五家⼦公司的债权⼈⽤于清偿债务的⽅案

安排，避免了中孚实业对五家核⼼⼦公司最终的出资⼈权益被⼤幅

调整甚⾄调整为零，使五家⼦公司继续保留在中孚实业体系内，维

持既有产业链的协同优势，实现整体资产价值最⼤化，且为重整后

公司恢复⽣产经营、创造增量利润奠定有利基础以夯实偿债资源。

四是统筹安排保证债权，化解其与主债权⼈之间的⽭盾。债权

⼈就基于同⼀法律事实形成的债权向同时进⼊重整程序的主体均

主张权利的，在主债务⼈处进⾏受偿的清偿机制，不占⽤担保债务

⼈的偿债资源。既公平地保障了整体债权⼈的受偿利益，⼜合理地

分配了债务⼈财产，实现了个体权利与整体利益的⾼度平衡。

中孚实业系列重整案件的成功审结，让企业当年实现了盈利，

稳定了企业经营、稳定了职⼯队伍、稳定了企业市值。是郑州法院服

务“六稳”“六保”⼯作，贯彻落实省委“万⼈助万企”重要⼯作决策、

服务全省⼯作⼤局的具体⾏动；为审理上市公司等⼤型企业重整案

件提供了良好样本，为陷⼊困境的⼤型企业脱困新⽣提供了有益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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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对提升投资者信⼼、优化区域营商环境起到积极作⽤，为服务全

省发展⼤局提供了有⼒保障。

案例10  郑州宏盛源置业有限公司破产清算案

（⼀）基本案情

郑州宏盛源置业有限公司（简称宏盛源公司）成⽴于2010年8⽉

9⽇，注册资本1000万元。该公司所属⼟地系以⾼息融资⽅式取得，

其唯⼀的商品房开发项⽬为国控财富⼤厦（⼜名国控东宸），占地

20.37亩，由1栋9层办公楼和3层临街商铺、2栋17层Loft公寓组成。

2016年9⽉份，项⽬启动建设。2017年10⽉份，项⽬取得预售许可

证，共有可售房源799套，可售⾯积为38980.92㎡，截⽌⽬前已销售

房产644套，销售⾯积为28085.74㎡，该项⽬合同销售总价款为

588,877,726元，实际收款为580,083,330元。在已销售的644套房

产中，有638套已与购房者签署了房屋买卖合同，已完成备案房产

598套。

2016年9⽉份，项⽬启动建设，规划施⼯周期为412天。由于场

地特别狭小，施⼯组织困难，加上紧邻省政府及国家⼤⽓监控点，在

⼤⽓管控⽇益严格的情况下，⼯程时断时续，整个项⽬施⼯周期严

重滞后。2020年7⽉份，项⽬仅完成2、3号楼施⼯，1号楼主体施⼯完

成。因⼯程严重逾期，购房业主维权诉讼活动频发，为稳定业主情

绪，宏盛源公司在项⽬未经综合验收备案的情况下，被迫向部分购

房业主进⾏了交房。在已售的644套房产中，已有610套购房业主在

2020年7⽉底前完成了收房，⽬前业主⼊住率约80%。

因宏盛源公司及其股东以项⽬为主体向中原保理公司和中原

资产公司进⾏了4.8亿元的融资及担保未能按期归还，上述⾦融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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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诉讼到法院并对在建⼯程进⾏了查封，导致公司⽆法持续运⾏。

施⼯单位河南国控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于2021年初撤场后，⼯程处于

停⼯状态。

（⼆）审理情况

2021年8⽉5⽇，郑州⾼新区法院以（2021）豫0191破申7号⺠事

裁定书⽴案受理了对宏盛源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并于8⽉12⽇依

法摇号指定北京⼤成（郑州）律师事务所为管理⼈。2022年5⽉13⽇，

郑州⾼新区法院作出（2021）豫0191破4-2号⺠事裁定书，宣告宏盛

源 公 司 破 产。2 0 2 2年1 0⽉1 2⽇，郑 州 ⾼ 新 区 法 院 作 出（2 0 2 1）豫

0191破4-7号⺠事裁定书，裁定终结宏盛源公司破产程序。

2021年8⽉19⽇，管理⼈正式进驻宏盛源公司，并陆续对宏盛源

公司的财产及相关资料进⾏了全⾯接管。在公司账⼾已没有资⾦可

⽤的情况下，经调查及协调，郑州⾼新区法院追回宏盛源公司资⾦

2260余万元，复⼯续建所需资⾦得以保障。8⽉27⽇，在法院及各⽅

努⼒下，国控财富⼤厦项⽬开始复⼯续建。

2021年10⽉27⽇，郑州⾼新区法院组织召开了宏盛源公司第⼀

次债权⼈会议。该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继续债务⼈营业的建议》

《财产管理⽅案》及《关于通过⾮现场⽅式召开后续债权⼈会议的报

告》。会议初步确定该案的办理思路为重整式清算，即继续组织施

⼯、销售、验收、办证，清算分配。

2021年12⽉22⽇，国控财富⼤厦项⽬复⼯续建⼯作全⾯完成，

并于12⽉底被郑州市列⼊问题楼盘台账。作为问题楼盘，在党委政

府的积极推动下，2022年6⽉28⽇，项⽬竣⼯验收备案⼯作全⾯完

成。2022年9⽉30⽇，宏盛源公司完成不动产权⾸次登记。202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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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新区法院作出（����)豫����破�-�号⺠事裁定书，

裁定终结宏盛源公司破产程序。

（三）典型意义

⼀是定期公开项⽬进展，⽤公正司法实现维稳⽬标。

国控财富⼤厦项⽬涉及购房业主700余⼾，小区不稳定因素较

⼤。为维护业主的合法权益，管理⼈在进驻债务⼈企业后，结合本破

产项⽬的特点，除向业主公开发布了《致⼴⼤业主的⼀封公开信》

外，专⻔制作了《业主情况反映表》，接受业主针对项⽬相关问题的

情况反映。同时，结合案件进展情况，法院要求管理⼈定期向业主公

开发布《宏盛源管理⼈履职情况说明》，就案件办理进展及业主关⼼

的问题⼀⼀进⾏回应，得到了小区业主的普遍理解和认可。

⼆是快速组织复⼯复建，有效实现破产财产增值。

宏盛源公司进⼊破产程序时，项⽬尚存在1号楼、地库及部分⼟

建、安装及绿化等⼯程未施⼯完成。管理⼈进驻企业后，迅速提出复

⼯续建的意⻅，并在得到各债权⼈的认可意⻅后，积极筹措资⾦开

始复⼯续建⼯作。在⾼新区法院的监督指导下，管理⼈及项⽬管理

团队积极采取措施，克服困难，⼤⼒推进项⽬剩余⼯程的复⼯续建

⼯作。经过近4个⽉的努⼒，后续⼯程及配套于2021年12⽉22⽇全部

施⼯完成。在复⼯续建完成且确保验收的前提下，管理⼈公开发布

资产销售公告，快速实现了对1号楼房产的整体销售，销售总价约

1.1亿元。相⽐于项⽬停⼯烂尾，完成复⼯续建实现了破产财产价值

的⼤幅增值，同时也极⼤地稳定了涉案群众及债权⼈的情绪。

三是借助专业造价咨询公司，⾼效审定建设⼯程债权。

鉴于本项⽬分包问题严重且绝⼤多数⼯程尚未决算、债权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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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认难度⼤的问题，⾼新区法院督促管理⼈积极与债务⼈公司⼯程

部及成本部对接，梳理相关⼯程结算资料。同时，确定继续留⽤债务

⼈原聘请的造价咨询公司，由其对⼯程决算出具专业的第三⽅审计

意⻅，⾼效完成债权审查确认⼯作。

四是做好税务筹划，主动开展税务汇算⼯作。

在破产程序中，税款作为优先于普通债权清偿的债权，税款额

的确定，对房地产企业破产案件的办理，尤其是办理产权证及普通

债权的清偿具有重⼤影响。为规范纳税⾏为，并根据政策合理减税，

⾼新区法院指导管理⼈提前进⾏税务筹划，有管理⼈专⻔聘请第三

⽅税务咨询机构，及时做好税务汇算⼯作。

五是加强府院联动，⾼效化解验收中的难题并完成项⽬综合竣

⼯验收⼯作。

国控财富⼤厦项⽬在前期施⼯过程中存在未验先交、且在宏盛

源公司集中组织下进⾏了室内装修改造，对房屋内部空间进⾏了局

部隔断处理（部分空间改为两层），造成项⽬实际建设与规划内容不

⼀致，造成项⽬整体竣⼯验收存在障碍。宏盛源公司进⼊破产程序

后，为有效化解社会⽭盾，在法院与政府相关部⻔的共同协调下，国

控财富⼤厦项⽬被纳⼊问题楼盘台账。同时，法院与政府部⻔相关

负责⼈深⼊项⽬现场，就该项⽬竣⼯验收过程中遇到的难题，召开

破解⼯作推进会，形成⼀致处理意⻅，并经政府专题会议研究后出

具会议纪要，为项⽬竣⼯验收备案及产权证办理提供依据。

该案是郑州市⽬前唯⼀⼀起尝试采⽤重整式清算组织审理的

房企破产案件，也是第⼀起通过破产清算程序完成信访集中问题楼

盘复⼯续建并彻底化解⽭盾的案件，成为郑州法院审理的破产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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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第⼀个完成复⼯续建、第⼀个完成不动产权⾸次登记的问题楼

盘。

⾼新区法院依法依规积极稳妥推进破产清算程序，以重整式清

算的模式⽤⾜⽤活⽤好现有政策，研究不动产证办理问题，通过各

⽅不断努⼒，充分利⽤府院联动机制的协调作⽤，坚持问题导向、⽬

标导向、结果导向，超前谋划处理措施、精⼼研究化解途径，完成“国

控财富⼤厦”项⽬的不动产权⾸次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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