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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政府府当当““老老赖赖””照照样样被被开开刀刀
——— 一个基层法院的执行样本

打赢了官司，能否得到有效执行，是法院伸张正义的最后一个环节，也是树立司法公信力的重要一环。建设法治中国，，公
正、独立、高效地审理好每个案件自是应有之义，而在审判过后，如何让每个案件的当事人真正遵守法律，自觉履行义义务，彰
显法律权威，同样十分重要。

但现实中我们看到，由于种种原因，“执行难”的问题不同程度地存在，损害了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妨碍了社会公公平
正义的实现。对此，我省已经出台政策，旨在解决这一问题，各地法院也结合实际做了有益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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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难>>

急火火赶到银行

钱已被转走或消费

“执行难”，几乎成为每个
法院不得不面对的客观现实之
一。

“法院的公正裁决、正义的
伸张都体现在了执行上。”济南
市市中区法院副院长李予会说，
判决生效后，确实有一部分当事
人的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官司
赢了，钱拿不到。

“执行难”难在哪儿，主要有
两种情况，一种是确实执行不
能，比如被执行人确实没有支付
能力，或者在案件起诉前就不知
道被执行人下落，这种情况，法
院干警跑多少趟都很难有效果，

“到屋子里搜查，就是什么都没
有，还有的到外地打工，四处流
动，找都找不到。”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申请人
家庭确实困难，符合救助条件，
执行干警尽最大能力申请救助
报批手续，尽快将救助款发放到
申请人手中。“但只是解决燃眉
之急，解决不了根本问题。”李予
会说。

还有一种情况是，“老赖”们
明明有执行能力却拒不执行，这
种情况就要想办法逼他们履行
义务。

有时候，难题还在于在执行
过程中，能够使用的手段尚不足
够便利。

该院执行局局长邵兴波举
了个典型例子，比如查询车辆情
况，车辆类型不同，如小轿车、工
程机械车、运输车辆等，查询地
点并不统一，要到不同地方查
询，那么光查车，最多就要到12
个地方。

查询到的银行卡余额还不
能直接冻结扣划，而且必须到
开户行处理。当执行干警赶到
开户行时，发现这笔钱已经被
另一家法院冻结了。“看来这个

‘老赖’有多个官司缠身。”市
中区法院执行局副局长、执行
一庭庭长骆腾说。

白跑一趟，骆腾和同事们
不是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这
个结果并不完美，但也不是最
坏的，起码这个‘老赖’履行了
一部分义务。”最坏的结果是，
当干警们急火火地赶到银行
时，发现卡里的余额已经被转
走或消费，“现在网上支付太
快了。”

探因>>

新情况层出不穷

案多人少

执行工作为何这样难，邵兴
波分析，一个原因是大家没有形

成一种意识，即诉讼有风险，执
行更有风险。尤其现在商业行为
越来越多，但部分群众缺乏预见
风险的能力。

他以近期较多出现的民间
借贷为例说，“20%的高息，这个
承诺怎么可以轻信？”但有些人
防范风险的意识不够，应对风险
的能力也偏弱。他接触过一些农
户，受到高息诱惑，把上百万的
拆迁补偿款都借出去，出事后一
无所有。

另外，在法院工作中，有
关执行的法律相对滞后，而社
会发展速度很快，新情况层出
不穷，出现了法律不适应新形
势的问题。

李予会说，许多经济活动
如企业改制等可能导致无法
执行，比如明明看到“老赖”开
着豪车、住着豪宅，但因为法
律关系变更、车房产权不属于
被执行人等，就没有法律依据
让他们承担责任。

还有一个因素是，基层法
院案多人少的矛盾在执行工作
中亦十分突出。

市中区法院执行干警平均
每 人 一 年 新 收 的 案 件 约 1 0 0
件，但每年都有没有处理完的
案件，滚动下来的量非常大，这
样，“干执行工作时间越长的干
警包袱越重，工作压力越大，确
实很辛苦。”李予会说。

尝试>>

案子分段处理

每个干警专做一件事

“执行难”如何化解，执行干
警始终在寻找答案。

我省法院与30多家商业银
行建立了金融查控平台，全省法
院可以通过共享信息及时查控
被执行人的存款等财产。

这个平台为各级法院查扣
“老赖”资产提供了非常大的便
利，市中区法院实际执结的案件
中，有三分之一是通过这个平台
从银行扣划的。

实践中，市中区法院对有特
殊身份的“老赖”一样“开刀”。

“对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政府机
关一视同仁。”骆腾说，今年该院
限制了两名人大代表出国，其中
一人因为拖欠员工养老保险被
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在他
和妻子打算乘坐飞机赴台湾旅
游时被拦下。

政府机关也没有特权。今
年上半年，市中区法院决定对
一名“老赖”实行拘留，其身份
是济南某办事处主要负责人，
同时是人大代表。拘留前，法院
向人大履行报批手续，在干警
走出人大机关大门不到十分
钟，这位负责人就打来电话，说

“明天上午就去你那儿处理”，

一周后，就把钱还了。
就在上周，市中区法院把一

镇政府列上了“失信被执行人名
单”，该镇政府因为其下属企业
没有及时清算贷款被告上法庭。
这意味着，该镇政府再以自己的
名义从事经济活动时，申请银行
贷款等可能要受到限制。

“政府首先要讲诚信”，在与
“老赖”们讲道理时，骆腾会把这
几个例子摆在桌面上跟他们讲：

“政府部门都这样，你们还不履
行？”

市中区法院还实行“分段集
约执行”，一个案子分段处理，

“每名干警专门做一件事情，查
车的光查车，查房的专查房。”这
样，案件办理更细，效率也大幅
提高，避免了大量重复劳动。

破解>>

关键在全社会联动

构建诚信体系

“基层法院审理的案子中，
有八成发生在本地，所以把本地
案子执行好就能解决很大问
题。”在邵兴波看来，要从根本上
破解“执行难”，还要靠全社会联
动，构建社会诚信体系。

他在深圳考察时发现，当地
法院系统与全市所有银行、机
场、高铁、口岸相连接，法院将

“老赖”信息登记以后，一旦在这
些地方有活动，法院就会收到反
馈。这样，“老赖”们在当地几乎
寸步难行，无法与人交往，不得
不把钱还上。

他认为，这不单单是法院的
事，而是涉及更大范围。比如在
公共场合大屏幕播放老赖名单
这件看似不大的事情，基层法院
也不一定能协调得下来。

据悉，我省已出台《关于加
大对失信被执行人惩戒力度推
动社会征信体系建设的实施意
见》，根据意见，失信被执行人在
政府采购、申报专项资金、办理
贷款、转移财产等方面将受到限
制。根据省高院与有关部门达成
的一致意见，“老赖”们的存款、
车辆、土地使用权等财产情况，
全省法院都可以通过共享信息
及时查控。

“技术上不是问题，关键是
部门协调。”邵兴波说，随着执行
体制机制变革不断深化，形成覆
盖全国的执行查控体系，被执行
人难找，执行财产难寻，协助执
行人难求等问题将逐步得到缓
解。

14日上午，济南市市中
区法院执行一庭法官在查
控平台上发现，一名“老赖”
账户上有了资金，他们决定
立刻驱车赶往开户行所在
地章丘，将卡上资金扣划。

“我们希望执行款能尽
快送到申请人手中”，但要
实现这个愿望并不易。在基
层法院，处理案件的标的额
从每月数十元的赡养费到
上千万的经济纠纷，牵涉面
大，和群众的密切度更高。

本报记者走进济南市
市中区法院，以该院的执行
工作为范本，剖析目前基层
法院执行工作中的难题，听
听基层法官对破解“执行
难”的愿望、建议。

14日，济南市市中区法院执行干警在金融查控平台查询老赖账户信息。 通讯员 柳奇 摄本报记者 马云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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