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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贯彻落实党的十∧届四中全会关于推进审执分离改革要求’

江苏法院作为最高人民法院确定的审执分离体制改草试点单位’根

据最高人民法院要求及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具体实施意见’于2O17

年年初在省法院、各市中级法院和有条件的基层法院设立单独序列

的执行裁判庭’标志着江苏法院审执分离体制改革迈出了实质性的

一步’走在了全国法院的前列’在江苏法院改革历史上具有十分重

要的意义。‖

改革5年来’江苏全省法院执行裁判部门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习近平法治思想武装头脑、指导

实践、推动工作’充分发挥专业化审判优势’积极作为’依法审理

了一大批执行裁判案件’监督并纠正了一批违法或不规范的执行行

为。据统计’共审结执行异议案件6.65万件,撤销、变更执行行为

1.4万余件’撤销、变更占比达21.O6％;审结一审执行异议之诉案

件1.4万件｝判决结果为阻却执行的2234件’ 占比超过15.91％。

对于及时解决执行程序中衍生出来的各种程序性、实体性权利争议’

有效保护当事人、利害关系人及案外人的合法权益’规范执行行为、

促进执行公正、化解和减少涉执信访’推动执行难问题的解决’发

挥了重要作用。

特别是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判庭’在实践探索的基础上’

加强调查研究’努力探求和总结执行裁判的价值取向｀ 目标任务、

审判理念及工作方法’及时研究解决司法实践中发现的≡系列复杂

疑难问题’制定下发了一批指导性文件和案例’从而确保执行裁判

工作开好局起好步’为江苏法院执行裁判工作的健康发展打下了坚

1·



民事执行裁判理论与实务

实基础’也为全国法院贡献了江苏经验。实践证明’这一改革是成
功的·

-｀探索并确立了执行裁判工作的价值取向
· ｛ .

推动实行审判权和执行权相分离的体制改革试点’切实解决执

行难问题,是党的十∧届四中全会确定的改革任务’也是完善司法

体制改革的必然要求。改革执行体制机制’单独设立执行裁判庭’

其主要曰的’一是理顺审判权与执行权的关系’优化资源配置’整

.合执行力量’强化执行保障’提升执行效率’为破解执行难打下坚

实基础;二是使法律规定的执行救济制度得到有效的贯彻实施,维

护相关主体的合法权益;三是促进执行组织结构及内部运行模式优
化,更好地强化横向制约和纵向监督’从而有效解决消极执行、不

规范执行以及违法执行等问题’在体制机制上构筑抵御干扰的防线,
更好地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最终实现“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
;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的目标°因此’将执行裁判权与执
行实施权相区别’并从执行权中分离出来’设立专门机构行使’价

!值取向就在于力Ⅱ强对当事人及案外人的权利救济’ 力口强对执行实施

权的监督制约’规范执行行为’促进执行公正。这既符合专门化审

判的要求’也符合执行权运行规律o只有目标明确’才能确保审执
分离体制改革具有合法性｀合目的性、合规律性’使执行裁判工作
在正确的轨道上健康发展°

二｀探索并明确了执行裁判工作的功能定位八

执行裁判权与执行实施权同属于民事执行权°民事执行权主要

包括以下五种具体权能:～是执行程序启动权’对当事人提交的生

效裁判文书进行审查’判断其是否属于合法的执行依据、是否具有

可执行性’诸如对公证债权文书、仲裁裁决书和调解书、涉外仲裁
裁决等法律文书的承认和执行等。二是执行财产查控权。在执行程

序中’对财产的执行占绝大多数。执行财产查控权是对被执行财产

采取查封、扣押、冻结等强制执行措施,属于典型的强制执行权◎

三是实体民事权利混同时的判断权°对被执行财产从查控到处置’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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藻霹萨＼｀办 了′ .｀｛鳃.龄橇嚼露

均会对相关当事人及利害关系人的实体权利产生影响·其间’常会
有案外人对执行标的提出权属异议°无箕是蔚企业资产进行整体拍

.》:· 鸟p。0 。

卖时’案外人可能以存在抵押、质押、租赁、共有等法律关系提出
实体权利要求’＾从而产生权利冲突。如何判断和处理这种利益冲突’
情况非常复杂。在司法实践中’往往涉及不同法律程序的协调’刑
事、民事、行政等不同法律领域知识的综合运用’特别是《民法
典》中的物权编、合同编及《公司法》 《证券法》等实体法的综合
理解适用。四是执行财产处置权’包括对被执行财产进行拍卖、变
卖的权力以及对变价财产进行转移交付的权力。五是执行救济权。
包括执行措施的违法救济权和实体权利归属及其归属顺序的决定权’
也就是执行异议和执行异议之诉的权利’包括案外人异议之诉和权
利人许可执行之诉。如此复杂的权能构成’使涉执行权力的行使’
尤其是其中第三类、第五类权能的行使’往往涉及民事、刑事、行
政审判相关法律问题’比其他案件要更力U复杂。

执行裁判庭主要负责审查处理执行程序中相关主体行使执行救
济权而产生的案件’主要涉及上述第三类和第五类权能的行使’既
要对私权利进行实体判断’也要对执行权行使的合法性进行判断。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在设立执行裁判庭的决定中’明确规定了执行
裁判部门的主要职责’包括:负责本院管辖的执行异议案件;执行
复议案件;消极执行督办案件以外的执行监督案件;执行异议之诉
案件（含上诉及申请再审案件）’以及与上述执行裁判事项相关的
请示等案件的办理。上述范围内的各类案件’都涉及执行程序中的
重大事实和法律争议’皆由执行程序衍生而来。这就决定了执行裁
判职能与执行实施工作既有区别又有联系’二者密不可分。
任何制度的创建都有其预设的功能。就执行裁判而言’其主要

具有权利救济与程序保障两大功能’并可进一步细分为救济、监督、
规制和程序保障四项主要功能°救济功能是对案件当事人、案外人
或利害关系人合法权利予以救济’这是执行救济制度的根本所在°
监督功能’就是通过对执行实施行为的合法性审查’对违法行为予

典:‘.嘲. r.》.々 .. . ?; f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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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执行裁判理论与实务

以撤销’以对执行实施行为的监督与制约’促进执行规范和执行公
正°保障功能’就是对于那些假借执行异议、复议或提起执行异议
之诉而拖延执行的’及时依法予以驳回’从而保障执行程序有效推
进°规制功能’就是依法支持执行机构对逃避执行、规避执行及拒
不履行协助执行义务行为人实施制裁’对妨碍执行行为予以规制’
体现执行的强制性,扫除执行程序中遇到的各种障碍b维护法律尊
严与权威。

三｀探索并确立了正确的执行裁判工作理念 』

一是坚持效率与公正相统一的理念。执行裁判权与法院其他审
判权相比,既有共性』也存在明显不同之处。宝要原因在于,执行
裁判权源自执行程序中的执行救济权°而在整个民事诉讼制度设计
中’执行程序的价值取向在于效率’重在权利实现。亦即对生效法
律文书的执行越快越有效率,越能体现司法的公正与权威6执行裁
判处于执行权与审判权交叉领域’与其他审判程序在价值取向上不
尽相同’其审判理念也有别于其他审判领域。对于其他审判程序而
言’公正的价值居于第一位’在公正的前提下强调效率◎而对于执
行裁判而言’因其与执行程序紧密相连’其价值取向也受到执行程
序的价值取向的深刻影响。总体而言’执行程序属于实现权利的机
制’秉承的理念是效率优先;强调执行效率最大化和执行效果最大
化o这种讲究效率的理念’也应贯彻到执行裁判工作中去6
但当效率价值与基本的公正理念产生冲突时’就需要为基本的

公正价值让路°执行救济机制就是价值平衡及利益衡平的结果’是
执行效率适当让位于公正的结果°执行裁判权与执行实施权’既相
互伴生又各白具有独立的规律及价值°执行实施权的行使’更强调
效率旷执行裁判权的行使’则更强调公正°执行异议、复议案件的
审查’应当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正’以书面审理、琅式审查为原
则’严格在法定审限内审结。执行异议之诉案件的审理直接关系到
被执行主体、执行标的财产的确定｀能否参与分配及执行程序的推
进’必须进行实质审理°总之’执行裁判既要实现执行救济制度所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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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的公正价值目标’也簇严格遵循审限浅定原则,原则上不得扣
除或延长审限’确保裁龚‖效率,从而实现执行效率与公正的有机
统一° 娜押＝ ＾ ;…瓣懒蹿

二是坚持权利救济法定的理念°

第一’救济依据法定。当事人、利害关系人及案外人是否享有
提出执行异议、复议以及执行异议之诉的权利’应当以明确的法律、
司法解释规定为依据。没有法定授权’不得提出执行异议、复议及

执行异议之诉°

第二’执行异议之诉类型法定。执行异议之诉的种类及其适用
的情形’是由《民事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明确规定的’包括:案
外人执行异议之诉和申请执行人许可执行异议之诉’执行分配方案
异议之诉’基于变更、追力口被执行人裁定提出的执行异议之诉°

第三’执行裁判案件管辖法定°根据法律及司法解释的规定’
执行程序中衍生出来的所有案件j包括执行异议、执行异议之诉、
析产诉讼等案件实行专属管辖’即均由执行法院管辖。其立法主旨

在于’力u强审执协调配合’防止以此对抗执行’提高司法效果。凡
是违反法定管辖原则作出的裁判依据或者仲裁裁决’ 因程序违法而
不得用来对抗执行。∩

第四’审限法定原则。必须严格遵守民事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
规定的办案期限’原则上不得扣除或延长。

第五’裁判方式法定°根据《民事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的规
定’执行裁判类案件主要涉及法院的执行行为、执行措施是否合法’
当事人及利害关系人的权利主张是否足以阻却法院的强制执行’其
裁判结果非此即彼,且不受当事人处分权利的约束°因此’法律规
定执行异议及执行异议之诉案件只能以裁定或判决的方式作出’不
得进行调解。

三是坚持有限救济的理念。根据《民事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
的规定’通过执行异议、执行异议之诉途径救济的权利’只能针对
执行程序正在进行中发垒函争议了颤以执行标的尚未执行完毕或者

·5. ·



民事执行裁判理论与实务

执行程序尚未终结为前提。如果执行标的已经执行完毕’或者执行
程序已经终结’不得提出执行异议或执行异议之诉’相关争议应当
通过申请执行监督途径予以救济。

四是坚持裁执相互制约又相互配合的理念◎要准确理解＜民事
诉讼法》关于执行程序的立法宗旨’执行裁判权与执行实施权的行
使’既要做到审执分离’又要做到审执配合’既要促进执行规范和
公正’也要确保执行效率与效果。不能人为地将执行裁判程序复杂
化,进而给被执行人以对抗执行的可乘之机。
四、积累了宝贵的执行裁判实践经验

改革之前,执裁合一’执行局忙于办理执行实施案件,无暇顾
及执行裁判领域复杂疑难问题的调查研究和业务指导,对执行裁判
司法规律缺乏深刻认识和把握’一方面’导致民事诉讼法关于执行
救济法律制度的规定贯彻实施不到位’对相关主体的执行救济权保
护不力;另一方面’导致各地办案尺度不统一’办理程序过于烦琐
冗长’执行裁判案件办理质量和效率不高,本应快速审理的执行裁
判案件’有的往往一拖就是一年以上甚至更长’严重影响执行工作
的正常开展°执行异议、复议、执行异议之诉’甚至成为少数当事
人用于拖延执行的手段6

;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判庭成立后’坚持问题导向’立足
职能定位’加强调查研究和业务指导’及时发现实践中出现的新情
况新问题’深入进行法理研究和分析’提出解决对策’总结出一批
宝贵的执行裁判工作经验:一是根据审判实践需要’ :制定执行裁判
案件系列审理指南’明确了相关程序间衔接问题’确立了执行异议、
复议、执行异议之诉的审理规则’明确了举证责任分配原则’统一
类案裁判尺度’统一执行裁判案件法律文书格式及制作要求’规范
各级法院执行裁判案件办案流程箩促进办案质量和效率不断提高。
二是力口强案例指导’定期或不定期下发发回、改判案例通报’既揭
示省法院裁判要旨’也指出原审问题所在,防止类似错误重复发生。
三是定期开展案件评查’发现办案中存在的共性问题’提出整改意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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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对于评查中发现的新问题’加强理论研究’提出解决方案’充

分发挥了省法院执行裁判监督指导作用。四是探索执行裁判案件要
素式裁判方法’提高办辙零6溢是繁肇罐篷执行裁判工作机制,
不断提高全省法院执行裁判工作能力和水平’确保司法公正。实践
证明’作为审执分离改革的机制保障’设立专门的执行裁判部门是

完全必要和正确的d

五｀逐步培养了一支既懂执行又懂审判的专业化执行裁判队伍

∩我国立法上建立执行救济制度时间不长’实行执行实施权与执

行裁决权分离改革时间更短’全国大多数法院实行的是执行局内部

的执裁相对分离’单独设立执行裁判庭的很少’执行裁判工作总体
上属于全新的司法领域。执行裁判权’处于执行权与审判权交叉领

域’兼具权利实现与争议解决双重属性。执行裁判工作任务新、要

求高’迫切需要建立一支精通执行与审判的专业化审判队伍°

五年来’江苏各中级法院普遍设立了执行裁判庭,基层法院或

者单独设立执行裁判庭’或者明确了专门合议庭审理执行裁判案件’
后来虽然因为基层法院内设机构改革而将其与其他业务部门合并’
但＝个全新的审判业务条线已经形成’为实现执行裁判案件的专业
化审理’提供了可靠的组织保障°

五年来’江苏全省法院执行裁判部门审理了一大批执行裁判案
件’积累了较为丰富的审判经验’训练养成既有别于执行实施又有
别于传统民商事审判的独特执行裁判思维’逐步锻炼和培养出一支
专业化的审判队伍。

总体来看’江苏法院审执分离改革达到了预期目标’取得了明
显成效。各级法院执行裁判部门在几乎是“一穷二白”的基础上’
勇于担当’开拓创新’在较短的时问内迅速打开了工作新局面’通
过充分发挥执行裁判职能作用’依法纠正了一批违法执行行为’有
效维护了当事人和利害关;系人的合法权益’啃力促进了执行规范和
执行公正°本书正是全省执行裁判法官五年来集体智慧的结晶°我
们将之呈献给读者’ 目的是指导实践’推进执行裁判工作水平进一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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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提高,同毗也期望给法学理论界深入研究这一课题提供第一手

的实践资料’为立法者制定强制执行法提供参考° γ

2O19年7月’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下发《关于加强综合治

理从源头切实解决执行难问题的意见》 （中法委发〔2O19〕 1号）’

要求将深化审执分离改革作为推进综合治理源头解决执行难的一项

重要措施抓紧抓好°2O21年1月’冲共中央印发《法治中国建设规

划（2O2O—42O25年）》’在第四部分“建设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深

入推进严格执法｀公正司法v全民守法′, 中强调: “深化执行体制
改革’加强执行难综合治理、源头治理°深入推进审执分离,优化

执行权配置’落实统一管理、统一指挥帘统一协调的执行工作机

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深化执行改革健全解决执行难长效机制的

意见—人民法院执行工作纲要（2O19-2O23）》第13条提出’要

加快推进审执分离体制改革。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

九届历次全会精神’提高政治站位’筑牢政治忠诚,以f‘两个确

立”统一思想和行动’真学真信驾行习近平法治思想’坚定不移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最广大人民根

本利益作为司法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进一步深化审执分离改革’
努力提高执行裁判工作水平’促进执行规范和执行公正’＾破解‘‘执
行难’’’切实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和社会公平正义。 h

猪红军

2O22年5月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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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书中的法律、行政法规名称中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省略’其余-

般不省略’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简称《民法典》。

2。本书中下列司法解释及司法指导性文件使用简称:

.1·

全称 发文日期／文号 简称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

释》

2022年4月1日修正
●

■

●

◆

《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

问题的意见》

法发〔1992〕22号

已废止

份

《民事诉讼法意见》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

行土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
行）》

2020年12月29日修正 《执行工作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执行

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

■ ●

● 旬

2020年12月29日修正

●

《民事 行程序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

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

的规定》

● ●

2020年12月29日修正

■ ■

《查封、扣押、冻结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

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

的规定》

2020年12月29日修正 《异议复议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
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

定》 ● ●

2020年12月29曰修正 《变更｀卸〗当事人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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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2·

全称
G

●

■

● ●

发文日期／文号 简称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确
● ■ ●

定财产处置参考价若干问题的规
·

●
●

定》

2018年8月28日

法释〔2018〕 15号
●

●

《财产处置参考价规定》

鞭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案件立

案、结案若干问题的意见》

■ ■

2014年12月17曰＼

法发〔2014〕26号〈
■ ●

《执行立案、结案

●

意见》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公证债权文

书执行若干问题的规定》

■ ■

2018年9月30日

法释〔2018〕 18号

●

■

▲

《公证执行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

理仲裁裁决执行案件若干问题的

规定》

2018年2月22日

法释〔2018〕5号

● ●

《仲裁执行规定》
●

●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

的规定（二）》 ■

G

●

●

·

●

● ◆

2020年12月29日修正
● ●

● ■

●

● ● ●

《公司法司法解释（二）》

●■

■ ●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

的规定（三）》

● ◆

.2020年12月29曰修正 《公司法司法解释（三）》

■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有关担保

制度的解释》
●● 0

2020年12月31日

法释〔2020〕28号

■

● ■

《民法典担保制度司法解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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