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欠薪保障金怎么“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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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月以来!热门饭堂"年代秀#

就没有消停过!突然关门!"家门店

拖欠了 #$$ 名员工两个月共计

!$$多万元的薪资!舆论哗然$ 如

今! 监管部门已着手为被欠薪员工

提供法律援助! 那被拖欠的薪资也

将由欠薪保障金支付$

一场风波告一段落! 公众熟悉

又陌生的"欠薪保障金制度%!却值

得说说$

如果!"秀% 是一个无关褒贬的中

性词!时代变了!那事关所有打工人切

身利益的"欠薪保障金制度%!究竟该

怎么"秀%!才能跟得上时代的步伐&

%&&&年! 上海开始设立欠薪

保障金制度! 当时仅适用于职工人

数在 '$$人以下的小企业$ !$$(

年 " 月!市政府发布'上海市企业

欠薪保障金筹集和垫付的若干规

定(!欠薪保障金制度!由此也发生

了不少变化$ 它的适用范围!从

'$$ 人以下企业扩展到上海所有

企业$ 征收标准也从原来按社会平

均工资标准征收! 改为按最低工资

标准征收!征收面由此扩大$ 同时!

垫付范围调整为被拖欠的工资和经

济补偿金! 垫付金额自然也是扩大

了$ 此外!欠薪保障金的申请人!也

从清算组织) 法院! 改为劳动者个

人!主动权交给劳动者$

%&&& 年后的 %$ 年里! 申城

*欠薪保障金%的保障范围)支付标

准)执行方式发生了不少变化!向劳

动者权益保障倾斜! 却是不变的方

向$但在实际操作中!司法裁判却也

遇到了一个棘手的问题+ 劳动者被

欠薪!打赢了官司却仍然拿不到钱$

上海市第十三届人大代表章思广是

基层法院的一名法官! 他遇到的欠

薪案例!不止一件$ 他发现!一些劳

动者被拖欠工资竟达 %年之久!即

便打赢了维权官司! 依照规定最多

也只能得到 "个月补偿$

被欠薪的!打得赢官司!司法才

公正, 赢了官司的劳动者拿得到被

欠薪资!司法才有权威$ 司法公正!

可以在法庭上实现,司法权威!却离

不开法庭外的制度设计$

)$%$年元月! 章思广向市十

三届人大三次会议建议解决欠薪保

障金的垫付和追偿问题!以此有效保

障劳动者权益$ 当年 "月!市高院与

市劳动保障局达成*小企业欠薪保障

金垫付及社保案件执行等问题的会

议纪要%! 为法院解决欠薪纠纷提供

资金保障$ 如果!法院在执行过程中

发现企业破产无法支付拖欠的工资!

就可以向劳动保障部门申请动用*欠

薪保障基金%实施欠薪垫付!缓解劳

动者打赢官司却拿不到钱的困境$

不止上海! 当进城务工人员成

为中国社会人口流动的主力! 防范

欠薪! 便也随之成为劳动者权益保

障的时代主题$ !$%$年 '月!全国

人大代表朱雪芹向十一届全国人大

三次会议建议! 在全国范围内建立

欠薪保障金制度! 在欠薪问题集中

的建筑行业和餐饮业! 普及欠薪保

障金制度!尤为迫切$ 其中!不同于

其他行业的月薪制! 建筑行业年底

或工程结束才发放全部工资! 如果

再遇到层层转包!一旦欠薪!催讨尤

为艰难$ 工程伊始!即缴纳保障金!

才有*定心丸%$如今!欠薪保障金制

度!已在国内渐次普及!欠薪问题也

不再是最高法年度工作报告中的

*棘手热点%$

一种制度的成长! 往往透露出

社会治理方式的嬗变$比如!观察欠

薪保障金制度的发展! 无论是覆盖

人群的普惠性! 还是保障方式的能

动性!劳动的价值和尊严!无不渗透

在其间$但这种制度的普及!是否已

经深入人心&被保障的劳动者!特别

是新一代进城务工人员! 是否像熟

知'来自星星的你(!像热望'太阳的

后裔(那样!知道有个欠薪保障金制

度!才是自家权益攸关&

似乎! 被保障的人与保障制度

之间!不够熟络$

*年代秀%出事了!大门)窗户)墙

壁上!红色喷漆书写*欠工资不还%)

*还我血汗钱%$愤怒情绪!可以理解$

保障权益!与其事后愤怒!不如事先

防范$ 在被欠薪的 !个月里!劳动者

是否已向监管部门投诉!主动维护自

身权益!督促监管部门启动预警&

事实上!几乎所有的欠薪案件引

发的骚动!都发生在老板*跑路%之后!

在被欠薪的数月内!鲜有主动投诉$欠

薪保障金制度!作为一种维护劳动者

权益的制度设计! 其功能不止在于

*事后补救%!更在于*事前预防%$ 欠

薪一旦发生!就应引起劳动者和监管

部门的警觉!才有利于最大限度保障

劳动者权益, 对社会治理成本而言!

*预防%的代价也总是小于*治疗%$

因此!欠薪保障金制度!要*秀%

出社会治理的更高水准! 就不能不

想想该如何向劳动者普及制度常

识! 这本身也是提高劳动者素质的

现实需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