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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马云云 崔岩

赢了官司拿不到钱，法院
穷尽执行手段依然看不到希
望。在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执
行中这样“执行不能”的案件占
比约40%。遇到这样的案件怎
么办，有没有预防之策？25日，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举行新闻
发布会发布典型案例，提示人
们正确认识“执行不能”，提高

风险防范意识。
王某诉某生物科技（天津）

有限公司、天津某投资担保有
限责任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经审理判决两公司给付王
某借款本金9730万元及利息。

执行立案后，执行法院向
两被执行人发出了执行通知、
报告财产令，将其纳入失信被
执行人名单，并各处罚款10万
元。查询财产情况，仅发现某投
资担保公司持有两家公司的股
权，但股权已被多家法院冻结。
而且没有找到某生物科技（天
津）有限公司下落。经申请执行
人同意，案件终结了本次执行
程序。

“本案债权数额巨大，但债
权人风险防范意识较差，决策
不谨慎，在借款时未深入了解
借款公司的基本财务状况。进
入诉讼后也未申请诉讼保全，
错失了控制被执行人财产的先
机。”省法院执行一庭庭长王启
江说。

这起案件就是典型的“执
行不能”。根据被执行人的财产
状况，法院执行的案件大致可
以分为两大类，一是被执行人
有财产可供执行的案件；二是
被执行人确无财产可供执行，
经执行法院穷尽手段仍不能执
行的案件，也就是“执行不能”
案件。而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所提出的“基本解决执行难”所
针对的主要是第一类。

省法院执行局局长程乐群
对“执行不能”案件做了大致划
分，比如，交通事故、人身伤害
赔偿等执行案件中，加害人大
多经济条件差，往往除了维持
生计的生活必需品之外没有其
他财产，无法进一步执行。再如
一些企业因经营不善等原因，
负债累累，其财产不足以满足
所有的债权人，完全符合破产
条件，但债权人、债务人都不申
请破产，形成执行不能、破产不
得的“僵尸案件”。还有一些民
间借贷案件，因公司资金链断
裂，又没有不动产等实际财产，

导致无任何财产可供执行。
“这些案件在穷尽一切执

行措施后，也无法完全执行到
位，只能依法予以终结本次执
行程序，或者移送破产程序。”
程乐群特别提醒，在进行民事
活动中，从事市场交易时，一
定要树立和增强风险防范意
识、风险自担意识，在事前充
分关注和预判可能导致无法
实现债权的各类风险点，慎重
决策；要充分运用商业保险、
财产担保等手段提前控制风
险；出现风险后，也应及时采
取提起诉讼、申请诉讼保全等
措施降低风险，减少执行不能
出现的可能性。

本报记者 杜洪雷
实习生 房千群

4万多通过微信转出
却查不到转账记录

“只有三天的时间，我微信
里4万多元被人神不知鬼不觉
地转走了。”7月24日上午10时
许，王先生走进济南市市中区
反诈中心，一脸焦急之色。

民警刘洋接过王先生的手
机，打开微信查询转账信息，发
现里面根本就没有这4万多元
的转账记录。“微信的转账记录
是可以删除的，这样机主通过
微信就查不到转账信息了。”刘
洋给王先生解释，并询问其最
近手机操作是否有异常情况。

“半月前用手机浏览网页
时，弹出两个非法网站，当时手
机就无法操作了，大概是那时
中了病毒。”王先生回忆道。

接过王先生递过来的银行
流水，民警发现这笔钱是在7
月15日至17日通过“微信红包”

“微信转账”的方式，少则200元
多则5000元，分多次转走了。奇
怪的是，15日和16日竟然有十
多次通过微信红包转走200元
钱，这与电信诈骗分子的惯用
手段不太符合。

“有两种可能，首先可能是

嫌疑人通过违法网址将木马植
入手机，从而获取微信的登录
密码和支付密码，将关联账户
的钱转走。”刘洋分析称。

另外一种可能，刘洋分析
也可能是熟人转走了钱。“你
看，多次以200元的数额转出
不太合理，诈骗嫌疑人为何不
大数额迅速转走卡内的钱呢？”
经刘洋提醒，王先生表示要回

家仔细想想，问问身边的人。
“由于转账涉及到第三方

支付平台，需要出差到深圳调
取转账信息，我们也会尽快查
明资金的流向。”刘洋说道。

嫌疑人用8个不同身份
转了五级账户洗钱

“现在是移动互联网时代，

交友、购物、获取信息都是通过
手机完成，由此非接触性的行
为普遍起来，而这也给诈骗人
员带来便利。”民警刘洋表示。

家住济南市市中区的小泽
（女，27岁）因为工作繁忙一直
没有交男朋友。6月中旬，一名
男子在某交友网站主动联系小
泽，凭借着花言巧语就与小泽
确定了恋爱关系。随后，该男子

以一起投资赚钱为名，不断蛊
惑小泽在某平台投资。被家属
发觉时，小泽已被骗13万元。直
至前来报案，嫌疑人仍贼心不
改，还在蛊惑小泽继续“投资赚
钱”。

反诈骗中心接到报案后，
民警迅速梳理资金流向。“我们
在最短的时间对涉案的账户采
取止付冻结手续，然后对资金
流向进行分析。”辅警乔文强
称，嫌疑人使用8个不同的身份
在不同的银行开了36个账户，
然后将资金在多个账户之间转
来转去，多级洗钱，增加民警追
查资金流向的难度。

随后，乔文强打开电脑展
示一张复杂的资金流向图，从
一级账户一直延伸到五级账
户，其间多个账户之间资金往
来的连线密密麻麻。“这张资金
流向图是我花了大概一周的时
间做出来的。”乔文强称，根据
这张流向图最终发现嫌疑人的
资金池，其隐藏在三级账户中
的一个账户。最终，警方冻结36
个涉案账户，涉案资金30余万
元。

“市民一旦察觉被骗后，要
尽快报警，我们一旦确认是电
信诈骗，将在第一时间进行止
付，一般黄金时间是24小时，一
旦错过，资金就可能全被转走
了。”刘洋表示。

反诈中心如何与电信诈骗分子角力

穿穿梭梭于于数数十十账账户户间间追追逐逐诈诈骗骗款款
身处与电信诈骗分子角力的最前沿，快一秒就能从诈骗分子手中冻结更多的被骗资金，慢一

秒就可能泥牛入海。24日，记者走进济南市公安局市中区分局反诈中心，近距离体验反诈民警的
日常工作。半年多来，该中心成功止付377个账户，涉及资金848万元；冻结165个账户，涉及资金626
万元。

执执行行案案件件中中四四成成““执执行行不不能能””
法院提示：增强风险防范意识

反诈中心工作人员花费一周时间制作的资金流向图。 记者 杜洪雷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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