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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深化保障措施，积极推进刑事法援重点工作

广州市法律援助处于 1995 年在全国率先挂牌成立，进

行法律援助试点工作，成立至今已建成市、区、街镇、社区

四级法律援助网络，截止到 2019 年底，现有市区法律援助

机构 12 家，法律援助工作站 372 个。

2019 年，广州市法律援助工作上水平、上台阶，被国务

院评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是 665 个受表彰集

体中的唯一一家法律援助机构；被共青团中央评为

2016-2018 年度全国“青少年维权岗”；获得“广东省扶残助

残先进集体”荣誉称号。白云区法律援助处被市妇联评为“广

州市巾帼文明岗”。

（一）切实保障司法人权，牢牢把握刑事法律援助主线

一是深入推进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工作。2019 年 4

月，市政府公布了新修订的《广州市法律援助实施办法》，

在全国首创申请类“全流程刑事全覆盖制度”，实现全流程

保障刑事案件当事人的合法权益。1 至 12 月，全市法援机构

受理刑事全覆盖案件 7778 件，占全市法援机构承办刑事法

律援助案件 10118 件的 76.87%。

二是加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实施工作。根据认罪认罚从

宽制度相关规定及两高三部《关于开展法律援助值班律师工

作的意见》，市区两级法援机构结合实际以及刑事案件速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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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试点经验，积极开展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工作。1 至 12 月，

全市法援机构为认罪认罚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法律帮

助 27593 件，有效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权利，认

罪认罚从宽法律帮助工作走在全国前列。

三是加强法律援助值班律师工作保障。加大法律援助站

办公设备硬件建设，实现与市法律援助信息管理系统相互连

接；建立认罪认罚专项工作档案台账，细化值班律师提供法

律帮助内容；针对非中心城区法律援助律师人数不足的情况，

建立全市法援律师调配机制。

（二）践行为民宗旨，扎实做好弱势群体法律援助

一是扎实做好困难群众和特殊群体法律援助工作。修订

《广州市法律援助实施办法》，进一步降低法律援助门槛，

扩大无须提交经济困难申报材料的人员范围；在《广东省法

律援助条例》基础上增加了撤销监护权案件的申请人、残疾

老年人、孤残儿童、群体性劳动争议案件的劳动者一方、营

以下现役军官等十类无须提交经济困难申报材料的人员，进

一步扩大了法律援助覆盖范围；发布广州首个特殊人群的法

律援助指引--《广州市未成年人法律援助业务操作指引》。

二是积极开展“法援惠民生、助力农民工”法律援助品

牌建设工作。将我市的法律援助经济困难标准由家庭人均月

收入不低于本地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 1.5倍调整为

低于本市企业职工现行月最低工资标准，大大降低非劳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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酬和工伤待遇类案件的法律援助门槛。

三是多渠道多形式加大宣传力度提升社会影响力。各级

法律援助机构还主动深入基层场所开展“送法上门”活动，

通过报纸、电视和网络新媒体，加强对法律援助申请条件、

流程和法律援助典型案例的宣传报道，市法援处先后在国家

和省市级媒体刊稿共计 1910 篇，较去年同期增长 46.9%，创

历年之最。上报司法行政案例，司法部 12348 中国法网采纳

了 12 篇进入案例库，案例被采用率位居全省各市之首。

（三）推进“减证便民”工作，优化完善法律援助服务

流程

一是积极开展证明事项告知承诺试点工作。自 2019 年 6

月 1 日起，在全市法律援助机构开展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试

点工作，大幅简化申请人填报资料程序，2019 年 6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试点期间全市共办理 185 件。

二是全面提升法律服务效率。自 2019 年 8 月 19 日起，

参照数字政府建设“即办”指标要求，所有法律援助申请均

在 1 个工作日内审查、作出决定并送达受援人，《广州市法

律援助实施办法》首创的“公告＋群发邀约＋摇珠”指派模

式，大幅提升案件指派效率。

（四）聚焦服务监管，提升法律援助案件质量

一是加强法律援助律师业务能力培训。2019 年 5 月，组

织开展 2019 年度全市法律援助律师岗前培训，培训新入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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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援助律师 220 余名；2019 年 8 月，在四川大学举办法律

援助专题培训班，培训法律援助骨干律师 84 名。充分发挥

典型示范作用，评定了 20 名律师作为 2018 年度“广州市爱

心法律援助律师”。

二是优化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估制度。出台《广州市法

律援助实施办法》，大幅提高了评估案件比例和评估结果使

用情形，规定优秀律师获公开表扬，不合格律师移除常备法

律援助人员名册；制发《广州市司法局法律援助实施及补贴

发放细则》，解决“组织实施法律援助”的一些重难点问题，

分别细化了刑事类、民事和行政类法律援助案件补贴标准。

三是组织开展全市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估。2019 年 10

月，按照《广东省法律援助局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估指引（试

行）》和《广东省法律援助局法律援助案件同行评估评分细

则（试行）》，进一步明确了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估的具体办

法和标准，并组织开展全市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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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数据来源和评价体系

本报告数据来源于广州市各法律援助机构 2019 年全年

批准的 54981 件法律援助案件，数量同比增加 128.55%，其

中包括 16375 件民事案件，38312 件刑事案件以及 294 件行

政案件，民事、刑事、行政三项分别较 2018 年增加 3409 件

（同比增加 26.30%）、增加 27415 件（同比增加 251.58%）、

增加 101 件（同比增加 52.33%）。本报告中的数据将广州市

各级法律援助机构分为市级法援机构和区级法援机构，“市

法援处”意为市级法援机构，“各区法援机构”意为广州市

11 个区级法援机构。

本报告框架包括法律援助的建设情况、案件总体情况、

具体案件分析、受援人的基本情况以及法律咨询情况五项内

容。法律援助的建设情况包括法律援助机构、法律援助工作

站、援助人员和经费的投入和支出情况。案件总体情况包括

案件主体性质、案件办理情况、已结案件的人员办理情况、

案件类别以及挽回的经济损失分析；法律案件按照主体不同

分为民事案件、刑事案件及行政案件，分别对不同的案件进

行案件数量、案件案由以及案件承办情况的分析；受援人基

本情况从各类案件的受援人数以及受援人的身份信息两个

方面分析；法律咨询情况是从咨询方式、咨询案件的类型、

咨询人员和处理方式四个方面进行进一步的统计分析。



8

三、法律援助建设现状

（一）法律援助机构

1.法律援助机构数量分布

截至 2019 年底，广州市共有法律援助机构 12 家，数量

上与 2018 年持平。其中市级法律援助机构 1 家，区级法律

援助机构 11 家。从机构性质上看，具有行政机构性质的法

律援助机构 5 家，事业单位（参公）性质 7 家。5 家行政机

构均为区级援助机构，7 家事业单位性质的法律援助机构包

括了 1 家市级机构和 6 家区级机构，均为全额拨款。

图 3-1 法律援助机构数量分布

2.法律援助机构办公场所

12 家法律援助机构中，业务经费列入同级财政预算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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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家；所有法律援助机构均设有专门接待场所，且均为临街

一层，以及均设置了无障碍通道。除 1 家区级法律援助机构

以外，其他 11 家法律援助机构均配有法律援助专职律师。

法律援助机构的办公业务用房面积共 2827 平方米，其中市

级法律援助机构 1140 平方米，区级法律援助机构 1687 平方

米。

图 3-2 法律援助机构用房

3.法律援助机构宣传

2019 年广州市法律援助机构通过互联网与新媒体的宣

传力度持续加大，刊登数量达到 1203 次，同比增长 8%，其

中市级法律援助机构刊登 1094 次，区级法律援助机构刊登

109 次；其次是通过主流报纸、杂志刊登 414 篇，同比增长

达 55.6%，包括市级法律援助机构刊登 349 篇，区级法律援

助机构刊登 65 篇；通过电台及电视台播出 37 次，市级法律

援助机构播出 14 次，区级法律援助机构播出 23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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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 法律援助机构宣传

4.法律援助机构培训

2019 年广州市法律援助机构共举办培训班 16 次，包括

市级法律援助机构举办 2 次，区级法律援助机构 14 次。参

加培训的人数达到 1189 人次，包括市级法律援助机构培训

264 人次，区级法律援助机构培训 925 人次。

图 3-4 法律援助机构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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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法律援助机构人员

1.人员编制

2019 年广州市法律援助机构工作人员实有人数 81 人，

其中女性 44 人。编制人员 67 人，包括市级法律援助机构的

编制人员 33 人，区级法律援助机构编制人员 34 人。

图 3-5 法律援助机构人员编制分布

2.人员资历

2019 年广州市法律援助机构的 81 位工作人员中，本科

以上（含本科）学历人员的共有 71 人。其中本科学历 60 人，

占比 84.51%，包括市级法律援助机构的本科学历人员 21 人，

区级法律援助机构本科人员 39 人。研究生以上（含研究生）

学历 11 人，占比 15.49%，同比有所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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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6 法律援助机构人员资历分布

81 位法律援助机构工作人员中有 58 人具备法律专业，

占全部人员的 71.60%，其中市级法律援助机构 16 人，区级

法律援助机构 42 人。具有法律职业资格或律师资格的有 31

人，占比 38.27%，其中市级法律援助机构 15 人，区级法律

援助机构 16 人，此外 31 人中有 20 人为法律援助专职律师，

占比 24.69%，包含市级法律援助机构 9 人，区级法律援助机

构 11 人。

图 3-7 法律援助机构人员专业分布

（三）法律援助工作站

截至 2019 年底，广州市共有 372 个法援工作站（比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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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增加 3 个），包括市级工作站 80 个，区级工作站从去年 289

个增加到 292 个。从类别上看，依托基层司法所的数量最多，

为 191 个，占比 51.34%，均为区级工作站。其余各类工作站

数量较少。依托看守所 17 个，依托妇联、依托人民法院和

依托部队、人武部数量分别为 10 个、15 个和 16 个。其余 7

个类别的工作站数量低于 10 个，依托监狱、戒毒所数量最

少，仅有 2 个，均为市级工作站（见表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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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法律援助工作站分布

（四）业务经费投入与支出

2019 年，随着业务量的大幅增加，广州市法律援助工作

业务经费也较 2018 年有所增加，主要包括办案补贴及直接

费用 2683.74 万元，咨询费用 504.25 万元，宣传费用 161.08

万元，其他费用 202.21 万元，培训费用 74.2 万元，代书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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贴 8.25 万元和因受援人败诉支出的鉴定费 1.8 万元。各项

经费支出中，办案补贴及直接费用支出最多，占全部支出经

费的 73.82%，咨询补贴支出费用占比 13.87%，其他各项经

费支出占比 12.31%。

图 3-8 业务经费支出状况

在业务经费中支出占比最高的办案补贴及直接费用中，

从案件承办人员上看，社会律师的办案补贴及直接费用为

2631.07 万元，占比高达 98.04%，其中市级社会律师办案补

贴 702.77 万元，区级社会律师 1928.3 万元。基层法律服务

工作者的办案补贴及直接费用 52.67 万元，均为区级的法律

服务工作者（见表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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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承办人员的办案补贴及直接费用明细

各类案件的办案补贴及直接费用中，刑事案件的经费最

多，为 1432.96 万元，占比 53.39%，民事案件略低于刑事案

件，为 1239.89 万元，占比 46.20%，二者经费之和占全部办

案补贴及直接费用的 99.59%。民事案件中诉讼案件办案补贴

费用为 530.8 万元，非诉讼案件的办案补贴费用为 709.09

万元。行政案件的办案补贴及直接费用仅有 10.89 万元，其

中诉讼案件费用 6.54 万元，非诉讼案件费用 4.35 万元。

图 3-9 各类案件的办案补贴及直接费用明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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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案件总体分析

（一）案件主体分布

2019 年广州市各级法律援助机构共批准法律援助案件

54981 件，较 2018 年的 24056 件增加了 30925 件，同比增长

128.55%。其中市法援处 6499 件，各区法援机构 48482 件，

比 2018 年 17262 件增加 31220 件，增幅达 180.86%。

从案件主体上看，民事案件 16375 件，占比为 29.78%，

包括市法援处 4366 件，各区法援机构 12009 件；刑事案件

38312 件，占比为 69.68%，同比增幅达 251.16%，包括市法

援处 2023 件，各区法援机构 36289 件；行政案件 294 件，

占 0.53%，其中市法援处 110 件，各区法援机构 184 件。2019

年广州市法律援助案件以民事案件和刑事案件为主。

图 4-1 法律援助案件主体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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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案件办理情况

在所有受理的法援案件中，2019 年广州全市法律援助已

结案件 15192 件，未结案件 20003 件，总结案率为 43.17%。

其中市法援处已结案件 4133 件，结案率为 52.38%，各区法

援机构已结案件 11059 件，结案率为 40.5%。

图 4-2 广州市各级法律援助处结案情况

民事案件的已结案件数量为 8514 件，结案率为 41.28%；

刑事案件中已结案件为 6563 件，结案率为 45.43%；行政案

件中已结案件为 115 件，结案率为 92%。

图 4-3 法律援助案件结案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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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已结案件承办人员分析

2019 年广州全市法律援助机构办理的已结案件中，社会

律师承办案件 14458 件，占比 95.17%；法律援助机构人员办

理案件 181 件，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办理案件 553 件，二者

占比之和为 4.83%，其中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办理案件数量

大幅上升比去年增加 481 件。从各类人员办理案件数量的比

例上看，绝大多数的案件由社会律师所承办，法律援助机构

人员办理的案件仅有 3.64%，主要承担的是行政管理、监督、

指导职责，社会律师为主要案件承办人员。

表 4-1 已结案件承办人员情况

法律援助机构人员办理的 181 件案件均为民事案件，包

括诉讼 76 件，非诉讼 105 件。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办理的

550 件案件为民事案件，包括诉讼 333 件，非诉讼 217 件，

此外还有 3 件行政诉讼案件。

社会律师办理的 14458 件案件中，市法援处 4131 件，

各区法援机构 10327 件。从案件类型上看，民事案件 7783

件，刑事案件 6563 件，行政案件 112 件。民事案件的数量

最多，占比 53.83%，其中诉讼案件 2717 件，非诉讼案件 5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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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行政案件的数量最少，占比为 0.77%，其中诉讼案件 71

件，非诉讼案件 41 件。

图 4-4 社会律师办理案件情况

（四）案件类别受援人分析

根据农民工、妇女、未成年人、农民、外国人或无国籍

人、少数民族、残疾人、老年人和军人军属九种受援人类别

来划分 2019 年广州市法律援助案件，案件数量最多的是农

民工案件，为 11929 件，占比 52.82%，民事案件 8856 件，

刑事案件 2972 件，行政案件 101 件。其次是妇女案件 7233

件，占比 32.03%。农民工和妇女案件数量之和占比达到

84.85%。未成年人的案件数量为 1656 件，其中主要为刑事

案件，1514 件，农民案件数量为 554 件，其他人员案件数量

较少，均低于 500 件，军人军属案件数量最少，有 8 件。数

据显示，2019 年农民工案件下降 934 件，降幅达 16.29%；

妇女案件增加 1432 件，增幅达 24.69%。

从案件类别来看，民事案件中数量居多的有农民工、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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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农民及老年人案件，刑事案件中数量居多的有农民工、

未成年人及妇女案件。

表 4-2 各类受援人类别

（五）案件效益分析

2019 年全市法律援助机构挽回经济损失共 30652.01 万

元。其中市法援处挽回经济损失 13121.46 万元，各区法援

机构挽回经济损失 17530.55 万元。

从案件主体分析，全市法律援助机构挽回经济损失全部

来自于民事案件，其中为农民工讨薪 11498.92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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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5 法律援助处挽回经济损失



23

五、案件分析

（一）民事案件

1.案件数量

2019 年全市民事案件的受理数共 16375 件，较 2018 年

增加了 3409 件，其中市法援处受理的案件有 4366 件，各区

法援机构受理的案件共有 12009 件。另外，全市的民事案件

中，有 538 件被提交申诉，其中来自市法援处的有 13 件，

来自各区法援机构的共有 525 件。

图 5-1 民事案件数量分布

2.案件案由

民事案件的案由包括“其他劳动纠纷”“婚姻家

庭”“请求支付劳动报酬”“请求社会保险待遇”“其他

人身伤害赔偿”“交通事故”“医疗事故”“工伤”“产品

质量纠纷”“见义勇为”“其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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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案件的案件数量排第一的为“请求支付劳动报酬”，

其中市法援处和区法援机构分别是 529 件和 1581 件；其次

是“其他劳动纠纷”，市法援处和区法援机构分别是 238 件

和 349 件。从各案由的案件数量分布可以看出，解决劳动纠

纷依然是受援人寻求法援机构帮助的最主要原因。

图 5-2 民事案件案由

3.已结案件

2019 年全市的民事已结案件共 8514 件，占全市总受理

案件的 51.99%。市法援处已结案件 2435 件，区法援处 6079

件，分别占全市已结案件的 28.60%和 71.40%。

已结民事案件承办情况大体可分为诉讼和非诉讼。全市

的已结民事诉讼案件共 2850 件，非诉讼案件共 5664 件。其

中，市法援处已结民事诉讼案件 891 件、非诉讼案件 1544

件；各区法援机构诉讼案件共 1959 件、非诉讼案件共 4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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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总体而言，民事案件以非诉讼形式为主。

图 5-3 已结民事案件承办情况

图 5-4 市、区法援处已结民事案件承办情况

已结民事诉讼案件分为五种结果：“胜诉”“败诉”“调

解”“撤诉”和“终止提供”。全市诉讼案件“胜诉”与“败

诉”的案件数量较多，分别是 1044 件和 1037 件，占全市诉

讼案件的 36.63%和 36.39%。市法援处中“胜诉”案件为 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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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败诉”案件 501 件；而各区法援机构则是“胜诉”“败

诉”和“调解”三种案件居多，分别为 761 件、536 件和 433

件。

图 5-5 已结民事案件诉讼情况

已结民事非诉讼案件分为四种结果：“劳动仲裁”“调解”

“终止”“和解”，其中以“劳动仲裁”为主，全市“劳动仲

裁”案件共 3643 件，占全市非诉讼 64.32%。市法援处 “劳

动仲裁”共 902 件，占本处 58.42%，占全市 15.93%；各区

法援机构“劳动仲裁”共 2741 件，占区级 66.53%，占全市

48.39%。“调解”是非诉讼的另一种重要形式，全市共 1888

件，占全市非诉讼 33.33%。

图 5-6 已结民事案件非诉讼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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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刑事案件

1.案件数量

2019 年刑事案件总量为 38312 件，较 2018 年增加了

27415 件，增幅达 2.5 倍。其中市法援处受理 2023 件；各区

法援机构共受理 36289 件，占总量的 94.72%。

图 5-7 刑事案件数量分布

2.案件类型

（1）总体情况

刑事案件可以分为四种案件类型：“通知辩护案

件”“强制医疗通知代理案件”“依申请案件”和“值班律

师法律帮助案件”。其中，以“值班律师法律帮助案件”最

多，共 27593 件，市法援处仅 100 件，各区法援机构共 27493

件。市法援处受理最多的案件类型为“通知辩护案件”，有

1903 件，占本处案件的 9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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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 刑事案件类型

（2）通知辩护案件

全市“通知辩护案件”共 10349 件，可以通过阶段和对

象进行分析。

阶段

“通知辩护案件”有三个阶段，分别是：侦查、审查起

诉、审判。审判又可以分为一审、二审、其他。2019 年全市

刑事案件中，审判案件共 8175 件，侦查案件共 1258 件，审

查起诉案件共 916 件。

图 5-8 全市通知辩护案件阶段数量分布

市法援处的“通知辩护案件”有 1903 件，其中审判阶

段案件数量最多，达 1513 件，其次是审查起诉阶段案件，

有 347 件，最后是侦查阶段案件，有 43 件。



29

图 5-9 市法援处通知辩护案件阶段数量

各区法援机构的“通知辩护案件”有 8446 件，最多的

是审判阶段，有 6662 件，其次是侦查阶段，有 1215 件，最

后是审查起诉阶段，有 569 件。

图 5-10 各区法援机构通知辩护案件阶段数量

对象

“通知辩护案件”的对象有五类：“未成年人”“盲聋

哑人”“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

人”“可能判处无期徒刑、死刑的人”“其他”。市法援处

以及各区法援机构类别为“其他”的数量占比最多，分别是

1475 起和 8446 起，为了方便统计，本报告将“其他”排除，

以另外四类对象进行分析比较。

排除“其他”类后，市法援处最多的案件为“可能判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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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期徒刑、死刑的人”案件，数量有 396 件，占本处的 20.81%。

各区法援机构最多的案件为“未成年人”，有 1533 件，占区

级的 18.15%。

表 5-2 通知辩护案件对象

（3）依申请案件

“依申请案件”的分类对象包括了“犯罪嫌疑人”“被

告人”“被害人”“自诉人”“申诉案件”。其中“犯罪嫌疑人”

提交申请的案件全市共 276 件，占全市“依申请案件”的

77.75%；“被告人”提交申请的案件全市共 71 件，占全市

“依申请案件”的 20%；“被害人”以及“申诉案件”均为 3

件，“自诉人”2 件。表明“依申请案件”的主要申请人为

“犯罪嫌疑人”。

表 5-3 依申请案件对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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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已结案件

2019 年全市刑事案件已结 6563 件，占刑事案件全市受

理总数的 17.13%，其中市法援处已结 1642 件，占全市已结

25.02%，各区法援机构已结共 4921 件，占全市已结 74.98%。

图 5-11 已结刑事案件承办情况

法援机构对已结刑事案件的采纳情况可以分为“承办

人意见全部采纳”“承办人意见部分采纳”“承办人意见

未采纳”和“终止提供”。其中“承办人意见部分采纳”的

案件数最多，全市共 3003 件;其次为“承办人意见全部采

纳”，全市共 1740 件;然后是“承办人意见未采纳”，全市

共 1322 件;最后是“终止提供”，全市共 498 件。

市法援处已结刑事案件的意见采纳情况以“未采纳”

为主，有 985 件，其次是“部分采纳”446 件；各区法援机

构已结刑事案件的意见采纳情况以“部分采纳”为主，有

2557 件，其次是“全部采纳”1606 件。



32

图 5-12 已结刑事案件意见采纳情况

意见采纳率=（承办人意见全部采纳案件数+承办人意见

部分采纳案件数）/该区已承办案件数。全市法援刑事案件

律师意见采纳率为 72.27%；市法援处的意见采纳率为 35.32%；

各区法援机构的意见采纳率为 84.60%。区法援机构承办的刑

事案件以未成年人案件为主，故意见采纳率较高；市法援处

承办的刑事案件以“可能判处无期徒刑、死刑”和二审案件

为主，故意见采纳率跟区级相比偏低。

图 5-13 已结刑事案件意见采纳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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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行政案件

1.案件数量

2019 年全市行政案件申请总数为 297 件，较 2018 年增

加了 104 件，其中市法援处行政案件总数为 113 件，各区法

援机构行政案件总数为 184 件。

图 5-14 行政案件数量情况

2.案件案由

行政案件的案件案由可以分为“请求社会保险待

遇”“工伤”“请求国家赔偿”“请求给予最低生活保障

待遇”“请求发给抚恤金、救济金”和“其他”。在排除“其

他”类的 214 件后，“工伤（请求工伤保险待遇之外）”类案

件的数量最多，全市共 51 件，其次是“请求社会保险待遇”，

共 21 件，然后是“请求国家赔偿”7 件，“请求给予最低生

活保障待遇”1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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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5 行政案件案由

3.已结案件

2019 年全市行政案件已结 115 件，占行政案件全市受理

总数的 38.72%。其中诉讼案件 74 件，占已结行政案件的

64.34%；非诉讼案件 41 件，占 35.65%。

图 5-16 已结行政案件承办情况

市法援处已结行政案件共 56 件，占全市已结案件的

48.70%，各区法援机构已结行政案件共 59 起，占全市已结

案件的 51.30%。市法援处，诉讼案件 32 件，非诉讼案件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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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各区法援机构，诉讼案件 42 件，非诉讼案件 17 件。

图 5-17 市、区法援处已结行政案件承办情况

行政案件的诉讼结果分为“胜诉”“败诉”“撤诉”

与“终止提供”。全市的诉讼结果以原告（受援人）“败诉”

为主，共 39 件，其中市法援处 26 件，各区法援机构 13 件。

虽然全市已结案件的诉讼结果以“败诉”为主，但各区法援

机构的诉讼结果则以“胜诉”为主，有 17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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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8 行政案件诉讼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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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受援人基本情况

（一）案件受援人分布

2019 年全市共有 55070 人次获得法律援助，较 2018 年

的 24888 人次增加了 30182 人次，其中市法援处的受援人为

6559 人，各区法援机构受援人为 48511 人。

从案件类型上看，刑事案件受援人 38312 人，民事案件

受援人 16463 人，行政案件受援人 295 人。刑事案件受援人

的人数远远多于民事案件受援人和行政案件受援人的人数，

刑事案件受援人人数约为民事案件受援人人数的 2.33 倍，

约为行政案件受援人人数的 129.87 倍。

图 6-1 各类案件受援人数分布

（二）受援人情况分析

我国法律援助制度规定，由政府设立的法律援助机构为

经济困难的公民以及是盲、聋、哑、精神病人或者是可能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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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处无期徒刑或死刑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法律援助。

经济困难是“弱者”最直接最具代表性的体现，除了经济层

面上的困难群体外，还有因生理、心理、人身自由、文化等

贫困而需要法律援助的特殊群体。

2019 年广州市的法律援助对象主要集中在农民工、妇女、

未成年人、农民、外国人或无国籍人、少数民族、残疾人、

老年人和军人军属，上述人群由于在文化、体能、智力等方

面处于相对不利地位也常常被归为社会学上所说的“弱势群

体”的范畴，这符合法律援助制度规定的援助对象范围。

农民工是 2019 年广州市法律援助对象最多的群体，共

援助农民工 11959 人，超过其他群体人数的总和，占比达到

52.85%，一方面说明农民工权益受到侵害的现象较为严重，

另一方面也说明农民工的维权意识越来越强，愿意寻求政府

的帮助维护自身权益，其中市法援处共援助 4799 人，各区

法援机构援助 7160 人。其次是妇女受援人，为 7238 人，占

比为 31.99%，其中市法援处援助妇女 2022 人，各区法援机

构援助 5216 人。农民工和妇女的受援人次之和达到 84.84%，

其他群体的援助情况为：援助未成年人 1656 人，农民 559

人，外国人或无国籍人士 400 人，老年人 305 人，少数民族

284 人，残疾人 220 人和军人军属 8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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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2 法律援助案件受援人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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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法律咨询情况

（一）咨询人数

2019年广州全市法援机构共向57619人次提供法律咨询，

比 2018 年增加了 14881 人次，96.88%的咨询者通过来访的

方式寻求援助。市法援处共向 14326 人次提供咨询服务；各

区法援机构共向 43293 人次提供咨询服务，占比达 75%。

图 7-1 法律咨询人数分布

（二）来访咨询类型

2019年全市来访55821人次中已统计有45079人次属于

以下咨询类型。咨询类型属于“其他”的有 24371 件，占全

市已统计来访咨询人数的 54.06%。咨询类型属于民事案件的

有“劳动纠纷”“婚姻家庭”和“损害赔偿”。咨询数量分别

为 10022 件、6458 件和 1001 件，共 17481 件，占全市已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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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来访者的 38.78%。属于刑事案件共 1043 件，占全市已统

计来访者 2.31%。属于行政案件的有“请求社会保险待遇”

“请求最低生活保障待遇”“请求国家赔偿”和“请求发给

抚恤金、救济金”，咨询数量分别为 1960 件、129 件、91 件

和 4 件，共 2184 件，占全市已统计来访者 4.84%。由此可见，

法律咨询类型以民事案件居多，刑事案件的咨询人数最少。

图 7-2 法律咨询案件类型

（三）来访咨询人员情况

2019年全市55821人次来访者中已统计有46330人次为

以下对象：主要是农民工、妇女、老年人和农民，还有少数

的少数民族、残疾人士、军人军属和未成年人。法律咨询人

数最多的是农民工，达到 22311 人次，占已统计对象约为

48.16%，其中市法援处向 5877 人次的农民工提供了咨询，

各区法援机构向 16434 人次提供了咨询，农民工的维权意识

日益增强。妇女的咨询人数位列第二，有 18681 人次，占已

统计对象约为 40.32%，市法援处有 5634 人次，各区法援机



42

构有 13047 人次，妇女寻求法律援助的人数较多，一定程度

上反映在当前社会，仍有部分女性受到不友好的对待。农民

工和妇女的咨询人数占比之和达到 88.48%，未成年人咨询人

数最少，为 42 人，但比上一年增加了 35 人。

表 7-1 法律咨询人员情况

（四）咨询处理结果

咨询处理结果有三种：“代书”“在咨询中申请法律援助”

和“引导向其他渠道求助”。除“代书”外，全市共有 1692

件“在咨询中申请法律援助”，占比 86.41%，其中市法援处

276 件，各区法援机构 1416 件。另外有 266 件是“引导向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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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渠道求助”，占比 13.59%，市法援处有 39 件，各区法援机

构有 227 件。数据显示，大多数咨询者通过申请法律援助解

决问题。

图 7-3 法律咨询案件处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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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典型案列

典型案例一

快速援助 785 名工人 1756 万元经济补偿金全额追回

2019 年 12 月 20 日，广州市从化区人民法院，一起涉及

金额最大的特大型群体劳资纠纷终于划上了完美的句号!某

钻石厂 785 名工人终于全部如愿，全额领取了被拖欠的经济

补偿金 1756 万元！

2019 年 4 月中旬，某钻石厂无力经营决定提前解散，并

终止与 785 名工人的劳动关系。为获得应有的经济补偿金，

追讨欠缴的社会保险、住房公积金，785 名工人集体向从化

区政府反映诉求，请求法律帮助。

785 人！从化法援还是第一次遇到。从化区法援处迅速

制定援助方案、组建律师团队，指派有丰富群体性案件办理

经验的余燕娜、刘世红两位律师带领由八位法援律师组成的

办案团队承办此案，深入到工厂提供法律服务。

因对法律援助工作的不了解甚至误解，认为政府派来的

律师是偏帮工厂的，部分工人对法援律师及法律援助服务带

有一定的抵触情绪，工作开展难度很大。经过与工人们开展

大量的谈心交心，指引工人理性维权，并引导工人重新规划

生活和事业，终于让工人信任法援律师，最终促成工人与厂

方的调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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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介绍，自 2019 年 4 月 23 日至 5 月 10 日，刘世红、

余燕娜两位法援律师与政府工作组成员参与协调会议 23次，

解答法律咨询问题达 780 余人次，代理协助工人置换仲裁调

解书 785 份，协助工人与厂方签订和解协议书 785 份，并监

督厂方及时兑现协议书中 40%的经济补偿金。

工人与厂方签订调解协议后，仅得到了 40%的补偿款，

虽然从化区劳动仲裁委出具了仲裁调解书，但要落实余下的

60%补偿款，必须申请区法院执行仲裁调解书。为此，刘世

红、余燕娜两位法援律师迅速与从化区人民法院就执行立案

问题进行沟通。10 月 9 日，经过两次拍卖，工厂的土地和房

屋等不动产终于成功变卖，获得 5440 万元。

经过听证会和多次后续沟通后，从化区人民法院出具了

执行案的财产分配方案，支持法援律师的意见，将工人工资、

经济补偿金及三期补贴、住房公积金、社保费作为第一顺位

予以优先分配。2019 年 12 月 20 日，从化区人民法院为工人

现场办理领取执行款项的相关手续，785 名工人、经济补偿

金及三期补贴达 1756 万元的大型群体性劳资纠纷案，至此

得到了圆满的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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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案例二

上班受伤在家休养 一纸“长期旷工”解除劳动关系

工作 15 年员工迎来和解获赔 7 万元

年近六旬的农民工蒋某在广州一家从事制造业生产的

企业当勤杂工长达 15 年。2017 年，蒋某在上班期间不慎扭

伤脚，医院诊断为“半月板损伤”，并被认定为工伤及九级

劳动功能障碍程度。此后，蒋某根据医嘱休养在家。

2019 年 7 月，公司告知蒋某，因其“长期旷工”故解除

双方劳动关系。蒋某对公司的辞退决定不服，申请了劳动仲

裁，提出了包括支付停工留薪期工资差额等诉求。广州市法

援处依法指派朱宏亮律师为蒋某提供代理法律服务。经过劳

动仲裁，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支持了蒋某的相关诉请。

在结案将近两个月后，蒋某突然急切地询问如何申请强

制执行，称其打算到仲裁委申办生效证明，请求朱律师给予

指导。朱律师细问缘由，才知是公司尚未赔付款项、蒋某心

中焦虑，但又沟通不畅。

经过与公司工作人员沟通、了解情况，朱律师找到了双

方误会的症结。在朱律师的不懈努力下，双方终于打开心结，

友好处理结算赔付款项，并且就其他潜在争议达成了最终的

和解，和解金额达 7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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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案例三

因工伤被解除劳动合同

维权 7 年终获补偿 50 万化积怨

2019 年 3 月 5 日，残疾人冯某（肢体三级）走进白云区

法援服务大厅寻求法律帮助。经审查，冯某符合法援申请条

件。当日，白云区法援处依法指派任丹律师承办该案。

原来，冯某于 2018 年 3 月被公司单方面解除劳动合同，

多次协商未果，寄望于通过诉讼维持与公司的劳动关系。经

任律师了解，冯某在 2012 年发生工伤（经鉴定为六级伤残），

历经多次仲裁和诉讼，才拿到一次性伤残补助金。

根据《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规定，职工因工致残被评

定为六级伤残的，可享有一次性补偿金、保留与用人单位的

劳动关系。用人单位单方解除劳动合同，违反了上述规定。

开庭当天，用人单位提交了一项新证据证明冯某曾有严

重违反劳动纪律的行为，甚至为此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过，

根据《劳动法》《劳动合同法》相关规定，用人单位据此解

除与冯某的劳动合同并不违法。由于冯某此前并未如实告知

相关情况，代理工作陷入被动。经综合考量分析，任律师认

为本案夹杂着单位与冯某之间的积怨，只有和解、调解才是

最好的化解方式。冯某考虑后同意调解，但坚持要单位补偿

80 万，双方僵持不下。

面对困局,任律师从情、理、法多个角度主动找公司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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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深入分析遭遇工伤的冯某不只是身心受创，其合法的工

伤待遇通过仲裁、诉讼的方式历经七年维权，公司的处理方

式加剧了他的情感对抗。为避免冯某做出更加偏激的行为，

建议公司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化解双方的积怨。

几经考量和反复沟通，公司和冯某同意以 50 万一揽子解

决。2019 年 5 月 28 日，双方在市仲裁委达成调解协议，当

场以转账的方式一次性付清相关款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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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案例四

丈夫离家出走致妻身体残疾靠亲属救济生活

法援暖心服务助孩子获丈夫抚养费

2019 年 9 月 4 日，白云区法援处工作人员在辖区钟落潭

镇“重点村党员群众接访日”活动中接待了某村一位现年 38

岁的妇女廖某。据廖某反映，八年前其丈夫抛弃妻女离家出

走，至今杳无音信，导致其精神失常（精神二级残疾），加

之其有先天性心脏病、劳动能力差，廖某只能与女儿寄住在

同村的父母家里，靠亲属的救济生活，她希望通过诉讼离婚

后办理低保。

白云区法援处工作人员认为，由于廖某没有其丈夫任何

的身份资料，案件的管辖和立案就成了当事人面临的最大难

题。为维护廖某合法权益，工作人员当即与钟落潭镇民政、

五龙岗村委等职能部门联动，陪同廖某到镇政府服务中心查

询获取廖某婚姻档案等材料，开通“绿色通道”并指派温燕

萍律师承办。

开庭前的一个多月里，廖某曾多次谈到该案虽然起诉了，

但由于她身体残疾，又有心脏病，担心法院将女儿的抚养权

判给已经离家多年对家庭不闻不问的丈夫，怕丈夫抢走女儿

的抚养权甚至报复，一度想要放弃。

11 月 27 日开庭当天，廖某情绪失控一直掉眼泪，担心

丈夫抢走孩子的抚养权。幸运的是，在法官和法援律师的大

力促成下，双方最终达成调解协议，白云区人民法院将孩子

的抚养权判给廖某，同时要求对方每个月支付 800元抚养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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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案例五

拖欠 96 名员工工资 210 万元达 3 年

从化法援快速援助全额追讨欠薪获赠锦旗

黄某等 96 人系广州某公司员工。该公司的员工大部分是

工作 10 年以上的老员工，大部分员工都是人到中年，基本

都是上有老人需要赡养下有嗷嗷待哺的幼儿，部分员工甚至

是家庭唯一经济支柱，一家大小依赖每个月的工资生存。

由于原材料以及国际市场的不稳定，该公司在 2017 年就

出现经营不善的情况，并在 2017 年 8 月解除所有劳动者的

劳动关系。经广州市从化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调解，

依法确认黄某等 96 名工人的工资以及经济补偿金合计为

3795561.03 元。事后，该公司再次聘请老员工们回来继续工

作，但好景不长，该公司没多久又陷入资金周转不畅的情况，

导致该公司在未支付 2017 年仲裁调解款项经济补偿金的基

础上，又拖欠 96 名员工 2018 年 10 月至 2019 年 4 月的劳动

报酬 140 多万元。

2019 年 4 月，多次讨薪无果的员工万般无奈之下，选择

集体罢工，并请求法律帮助。从化区司法局高度重视，指派

工作人员开展实地调查了解案件详情。从化区法援处开通

“绿色通道”，指派赖剑波律师代理该案。

得知该公司部分价值较高的厂房以及地皮被广州市某区

人民法院查封多时，却未及时进行拍卖等情况后，赖剑波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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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与从化区人民法院及相关部门进行沟通协调，共同协商提

出“应优先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将被广州市某区人民法院

查封的公司资产移交给从化区人民法院执行拍卖”的建议被

从化区法援处及时采纳。

7 月 6 日，从化区人民法院对本案公司的厂房以及地皮

依法进行公开拍卖，价值达 3900 余万元。7 月 28 日，96 名

员工依法拿到了被公司拖欠长达 3年之久的工资及经济补偿

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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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案例六

驾车侧翻致车内亲儿不幸死亡

广州法援全力助其获保险赔偿 11 万

2018 年 11 月 26 日，阳某因不服法院判决结果，来到广

州市法律援助处服务大厅，申请法律援助，想上诉请求改判。

经了解，阳某系老家镇政府扶贫办劳务输出，介绍到广州市

增城区新塘务工，其妻子刘某属精神二级残疾人，又身患严

重的糖尿病，家庭非常困难。

接到法援申请后，广州市法律援助处指派刘海玉律师代

理阳某、刘某上诉事宜。刘律师了解到，2018 年 2 月 3 日，

阳某驾驶一辆拖拉机搭乘其儿子阳某勇出行，没想到车辆驶

出路外侧翻至公路边水沟，阳某勇从副驾驶室甩出车外，被

阳某自己驾驶的拖拉机撞压，造成阳某勇当场死亡。

悲剧发生后，阳某依据保险单向被告某保险公司提出理

赔，该保险公司认为不符合理赔的条件，拒绝理赔，申请人

阳某、刘某向越秀区人民法院提出诉讼，法院审理认为，交

通事故发生时，阳某勇并没有由“车上人员”转化为“车下

人员”的情形，交通事故发生时其仍应当是“车上人员”。

认为案件不符合机动车交强险适用条件，从而驳回原告阳某、

刘某的全部诉讼请求。

经深入了解，刘律师认为一审原告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

明其能从“车上人员”转化为“车下人员”，该案要想胜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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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找到新的证据，以证明阳某勇从车的副驾驶室抛出后，

不是被车辆侧翻后压死，而是被抛出后又被该车行驶中撞压

致死。

随后，刘律师与阳某进一步深入交谈，协助阳某从湖南

省双牌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调取了当时处理交通事故的

现场照片和《交通事故现场图》，并以这两份新的证据，论

证该案完全符合“车上人员”转化为“车下人员”。同时建

议广州市法律援助处为其出具《请求缓交诉讼费的申请》。

2019 年 2 月 28 日，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该案，

庭审后因双方分歧较大调解失败。3 月 26 日，法院作出判决

结果，认为受害人阳某勇在案涉交通事故发生时尤其是被撞

压之时已经由“车上人员”转化为“第三者”，保险公司对

其承担赔偿责任，判决撤销一审判决书，改判保险公司赔偿

阳某、刘某 11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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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案例七

深圳公司解雇员工引发劳资纠纷

广州法援助力员工追回经济补偿 200 万

2019年 6月 11日，来自深圳某公司的陈某等54名员工，

来到广州市法律援助处咨询律师并请求法律帮助。当日，广

州市法律援助处依法指派刘玉芳律师承办。经了解，因经营

困难和公司股东意见不一致，导致公司没有款项发放员工工

资，但据反映公司股东经济实力还较好。

而在准备立案材料时，刘律师发现，该公司股东和法定

代表人已经发生变更，公司的股东、法定代表人更换，给员

工维权增加了难度。

为维护 54 名员工合法权益，律师将深圳某科技有限公

司、广东某人力资源管理有限公司（该公司社会保险及工资

均由该公司缴纳和发放）作为共同被申请人提起仲裁。仲裁

请求金额达 700 多万元。

9 月 24 日，案件开庭。庭审前，双方协商调解事宜，员

工提出，对于工资及经济补偿金额可以商谈，但因公司履行

能力较低，要求调解款项即时履行。但深圳公司提出按实际

工作天数支付工资，对于入职半年以上的员工，用人单位同

意支付 1个月工资的经济补偿金，对于入职半年以下的员工，

用人单位同意按半个月工资支付，支付时间是签署调解书后

一个月。考虑到广东某人力资源管理有限公司没有与劳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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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订劳动合同，员工均同意责任由深圳某科技有限公司承担。

9 月 27 日，8 名员工经过慎重考虑，同意用人单位的调

解方案，与用人单位达成调解，并签署仲裁调解书。10 月

29 日，广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就 2 名“准妈妈”作

出仲裁裁决，裁决用人单位支付 2 名“准妈妈”工作期间工

资、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的赔偿金、离职至开庭日工资、2018

年年底双薪等共计 371096.26 元，2 名“准妈妈”对这一裁

决结果满意。11 月 22 日用人单位支付完毕调解款项共计

82.7 万元。在法律援助律师的帮助下，一起拖欠劳动者报酬

的案件得以圆满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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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案例八

依法讨薪 32 万元 市法援处助力 18 位女农民工返乡过年

2018 年 10 月 10 日，梁某等 23 位农民工（其中 21 位为

女性）情绪激动地相约来到市法援服务大厅寻求法律援助。

经了解，她们均系广东某公司农民工，除几位主管月工

资超过 4000 元之外，其余多数女工月工资才 2000 多元，仅

够维持基本生活开支。可没想到，2018 年 6 月以来，公司不

仅连续 4 个多月没有给她们发工资了，而且还停止缴纳社保

和公积金，生活一下陷入困难。

得知情况后，市法援处指派刘海玉律师代理该案，并指

导大家做好劳动仲裁的前期准备工作和材料。2018 年 10 月

15 日，刘律师带着 23 位农民工集体到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

委员会（以下简称“市仲裁委”）申请仲裁。

2018 年 11 月 5 日，市仲裁委安排开庭，但因厂方董事

长故意找种种借口拖延时间，庭审没有取得实质性效果，市

仲裁委同意再给公司 10 天时间准备证据材料。12 月 17 日，

刘律师收到市仲裁委送达的劳动仲裁裁决书，该裁决书支持

了 23位农民工追索拖欠工资和经济补偿金的全部仲裁请求，

其中 18 位女农民工为终局裁决、5 位农民工为非终局裁决。

2019 年 1 月 3 日，刘律师指导终局裁决的 18 位女农民

工向广州市某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1 月 18 日，某区人

民法院快速执行到位，18 位女农民工最终拿回全部的工资及

经济补偿金共计 32 万余元，终于可以高高兴兴返乡过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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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案例九

法律援助施援手 工伤赔偿解忧愁

龚某入职增城区某橡胶厂，2017 年 4 月，龚某在车间工

作时，不慎被机器打伤，并被送往增城区石滩医院住院治疗。

出院后龚某申请人工伤认定和劳动能力鉴定，劳动能力鉴定

结论为伤残十级。停工留薪期为 2014 年 4 月 11 日至 2017

年 6 月 10 日。

事件发生后，橡胶厂支付完毕龚某的医药费之后，拒不

支付龚某一次性伤残补助费、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一次

性工伤医疗补助金。龚某多次找工厂协商要求支付其上述赔

偿金，但厂方认为，在龚某过了停工留薪期后厂里已持续支

付过龚某一段时间的工资，认为其已经支付了龚某的工伤赔

偿金，拒绝了龚某的要求。无奈之下，龚某只能申请劳动仲

裁，仲裁委裁定增城区该橡胶厂支付龚某一次性伤残补助金

29400 元、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 4200 元、一次性伤残就业

补助金 16800 元。

对于仲裁结果，橡胶厂不服仲裁裁决向增城区人民法院

提起诉讼，一审维持了仲裁裁决，橡胶厂又依法向广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龚某特向广州市法律援助处申请法律

援助，希望能够通过法律途径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广州市法律援助处受理案件后，指派崔亚娟律师承办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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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庭审中崔律师特别指出，橡胶厂如果认为多给龚某发了

工资，可以另行起诉要求龚某退还多发的工资，在本案中，

某橡胶厂必须依法按照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依法支付龚某

工伤赔偿金。该观点被二审法院采纳，依法判决维持一审原

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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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案例十

祸不单行工伤后遭公司无理辞退

雪中送炭法律援助给力讨回公道

2007 年 12 月 25 日，邢某入职番禺区一家五金公司，任

职制造部冲床工。2010 年 11 月 10 日，邢某在进行冲压机生

产时，被冲压机压断双手拇指，医院为减轻其双手受伤对生

活的影响，将其脚趾移植到手指处接驳，但后来脚趾又因为

术后感染常年囊肿溃烂，双手连筷子都无法抓稳，行路更是

一颠一瘸。经番禺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认定，邢某受伤

属于工伤。经鉴定，邢某的伤残等级为 6 级。

自邢某受伤后，五金公司长期拒不依法发放伤残津贴，

邢某无奈之下每年均通过劳动仲裁程序追讨伤残津贴。2016

年 9 月 15 日，五金公司突然向邢某寄发通知强行要求其回

公司上班，但因邢某身体原因无法回公司，也无法胜任任何

工作，希望公司会体谅他的悲惨遭遇，能够主动向他支付伤

残津贴。然而，最终等来的却是公司单方强行解除劳动关系。

邢某失去唯一生活经济来源。

无奈之下，他先后到番禺区残联和法援处寻求帮助。番

禺区法援处指派甘国良和姚永志两位律师承办此案。12 月

14 日，两位法援律师协助邢某提起劳动仲裁，裁请五金公司

向邢某支付 2015 年 10 月 11 日至 2016 年 12 月 2 日期间的

伤残津贴 26024.66 元。五金公司答辩称，因邢某的身体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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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恢复且拒不回公司上班，公司于 2016 年 9 月 15 日发函合

法解除双方的劳动关系，无需再向邢某支付解除劳动关系之

后的伤残津贴。

2017 年 2 月 9 日，番禺区仲裁委开庭审理，裁决确认邢

某不履行劳动义务，五金公司已于 2016 年 9 月 15 日合法解

除与邢某的劳动关系，五金公司仅需支付邢某 2015 年 10 月

11日至 2016年 9月 15日期间的伤残津贴共计21160.83元。

仲裁裁决作出后没多久，五金公司竟然立即向邢某转账

支付了伤残津贴 21160.83 元，并且主动向邢某提出，公司

愿意按照相关规定向邢某支付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和一

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要求邢某向公司提供资料办理手续，

静待公司审批，并且要求邢某不要再去起诉。

两位法援律师了解情况后，敏锐地察觉到背后可能有巨

大“阴谋”和巨大风险，最终可能导致工伤医疗补助金和伤

残补助金无法兑现，并建议邢某到番禺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事后，五金公司果然在拖延一段时间之后，以一句“公司最

终不批准为由”拒绝支付两项补助金。

2017 年 12 月 8 日，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

决，判令五金公司向邢某支付 2015 年 10 月 1 日至 2016 年

12 月 2 日期间的伤残津贴 26024.66 元。一审判决后，五金

公司不服，提起上诉。2018 年 6 月 20 日，广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经审理后作出二审判决：驳回五金公司的上诉，维持原

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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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品人 刘旦

项目总监 陈杰

项目统筹 周巧怡

数据清洗 周巧怡 徐佳宛

数据分析 周巧怡 徐佳宛

撰稿人 周巧怡 徐佳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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