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案例 7：四川西南医用设备有限公司执转破案

案情简介

四川西南医用设备有限公司（下称西南公司）是一家集医用 X 射线

机开发、生产、销售、售后服务和咨询的专业化企业。2014 年以来，

受市场变化和集团整体亏损影响，西南公司生产经营陷入困难，直接负

债约 7.6 亿元，并为约 4.5 亿元债权提供担保，已知各类债权人 300 余

户。

西南公司在被强制执行过程中，主动向法院申请“执转破”，四川

省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从全体债权人公平受偿角度出发，

及时移送审查，并于 2019 年 9 月受理了西南公司的破产申请，将公司

纳入破产保护。新冠疫情暴发后，某省外企业希望借用西南公司无尘车

间生产防护口罩，同时医用 X 射线机市场也持续活跃。

法院综合研判疫情防控下该项合作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以及复工复

产对吸引潜在投资方重整企业的积极影响后，于 2 月 3 日西南公司提出

申请当日，书面批复同意以有偿提供无尘车间形式合作生产防护口罩，

并恢复其医用Ｘ射线的生产经营。复产至今，西南公司已累计生产防护

口罩 230 余万只，还有近 100 万元医用Ｘ射线机海外订单正在洽谈中。

因复工复产的积极影响，目前已有两家意向投资方向西南公司管理人提

出参与重整意向和投资方案。

典型意义

本案是充分利用“执转破”机制对企业进行破产保护，并通过维持

生产经营，为困境企业重生创造条件的典型案例。法院通过启动“执转



破”工作机制，将符合破产原因的企业及时从个别执行程序转入破产程

序，既有助于切实解决执行难问题，也有利于将困境企业及时纳入破产

保护，运用停止计息等制度遏制债务恶性膨胀。

在西南公司进入破产程序后，法院摒弃“一破了之”的思想，精准

识别破产原因，及时把握疫情期间防护物资供给紧张的时间窗口，从债

权人利益最大化、债务人财产价值最大化、社会效果最大化出发，许可

西南公司合作生产防护口罩，并继续医用 X 射线机的生产经营，为企业

创造宝贵现金流，不但有效缓解本地医疗防护物资紧缺态势。而且提升

了企业重整价值和可能性，成功吸引潜在投资方抛出“橄榄枝”，为下

一步企业再生创造了积极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