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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执行难”问题是长期困扰司法工作的突出问题，也是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社会各界极为关注的热点
问题。
大量生效法律文书难以执行，严重损害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损害了法律尊严和司法权威，影响了党
和国家威信，动摇了人民群众对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信念，严重影响了社会和谐稳定
的大局。
①党中央十分重视执行难问题的解决，继1999年7月7日转发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关于解决人民法院“
执行难”问题的报告》（中发[1999]11号）后，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切实解决执行
难问题”。
2006年10月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作出的《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出，  
“完善执行工作机制，加强和改进执行工作”。
2007年10月党的十七大报告要求“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优化司法职权配置，规范司法行为，建设公正
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
2007年10月28日，针对解决执行难问题，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执行篇进行大幅度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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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民事执行改革研究》系统阐述民事执行改革现实背景、宏观考察、体制改革进程、机构改革完
善以及民事执行权行使的高效机制、公正机制和强化机制，内容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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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上篇 民事执行工作改革综述第一章 民事执行改革现实背景一、执行难问题的凸现(一)执行难现实表
征(二)执行难成因剖析(三)执行难理性认知二、执行失范行为影响(一)“消极型”失范行为(二)“积极
型”失范行为(三)“违法型”失范行为三、传统执行体制缺陷(一)沿用审判体制模式(二)权力运行高度
集中(三)执行机构名不符实第二章 民事执行改革宏观考察一、民事执行制度演进(一)第一阶段：1949
年至1978年(二)第二阶段：1979年至1998年(三)第三阶段：1999年以来二、民事执行改革论证(一)机遇
论证：司法改革整体发展的助推(二)实践论证：推进民事执行改革的样本(三)理论论证：民事执行改
革启动的依据三、民事执行改革目标(一)整合力量实现执行高效(二)严格司法体现执行公正(三)取信于
民树立执行权威第三章 民事执行体制改革进程一、民事执行体制改革轨迹(一)探索实践阶段：1999年
～2000年(二)全面推进阶段：2001年～2007年(三)巩固提高阶段：2008年以后二、民事执行体制改革内
容(一)执行工作统一部署(二)执行案件统一管理(三)执行力量统一调度(四)执行装备和经费统一保障三
、民事执行体制改革探索(一)民事执行体制与审判独立(二)民事执行体制与审判体制(三)民事执行体制
改革与制度完善第四章 民事执行机构改革完善一、民事执行机构改革历程(一)执行机构历史沿革(二)
执行机构称谓革新(三)执行机构改革模式二、民事执行机构内设部门(一)设置依据分析(二)相关部门设
置三、民事执行机构改革构想(一)执行机构人员构成(二)执行机构组织运作(三)执行机构内外关系(四)
执行机构发展探讨下篇 民事执行机制改革构建第五章 民事执行权行使的高效机制一、民事执行联动
机制(一)概述(二)共享相关信息(三)集约查控财产(四)协助执行网络(五)相关问题思考二、民事执行强
制机制(一)概述(二)执行方法运用(三)强制措施适用(四)违法行为惩戒三、民事执行救助机制(一)概述(
二)相关理论基础(三)实践运作现状第六章 民事执行权行使的公正机制一、民事执行救济机制(一)概
述(二)执行程序救济(三)执行实体救济二、民事执行监督机制(一)概述(二)优化权力配置(三)强化执行
公开(四)完善监督方式三、民事执行考评机制(一)概述(二)综治责任考评(三)法院系统考评第七章 民事
执行权行使的强化机制一、民事执行领导机制(一)概述(二)加强工作领导(三)协调重大事项二、民事执
行宣传机制(一)概述(二)执行功能宣传(三)执行法律宣传(四)执行案例宣传三、民事执行保障机制(一)
概述(二)完善工作制度(三)加强队伍建设(四)经费装备保障结语主要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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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010年2月10日发布、6月1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财产刑执行问题的若干规定》又以司法解释
的形式，对执行机构负责执行财产刑裁判作出具体规定。
因此，从承担上述不同门类的案件繁重的任务看，从理想的角度来看最好设置执行法院。
但将担负实施司法强制权性质的执行权的职能机构，称谓为“法院”似乎在理论上说不通，国外也只
是极个别国家设立执行法院（如冰岛）。
因此，笔者赞同将执行局单独列编，即在编制、经费以及行政管理上单独系列，脱离法院，专门担负
执行案件实施任务，类似司法行政管理部门和监狱管理部门的关系。
法院只是对其在涉及执行审查业务上进行指导与监督。
二是执行工作走社会化、职业化之路。
关于执行工作社会化、职业化问题，是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副所长蒋惠岭在2009年8月28日《人民法院
报》刊登的《执行员还是执行师》一文中提出来的。
文章介绍了法国等21个欧洲国家法院内部有专门的法官负责执行案件的裁决、决定、令状签发等工作
，而法院之外的实施性工作都由作为职业工作者的执行师（另译执行员）承担。
与律师、会计师等职业一样，执行师必须通过国家的统一考试，参加执行师协会。
执行师协会负责自治管理，受司法部的指导和监督。
据说德国最近放弃了原来执行员作为公务员的做法，而采行法国式的社会化、职业化做法，把强制执
行权授予了私法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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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我的四年大学，就读于中国传媒大学法语专业。
硕士研究生学位，是在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民商法学教研室主任姚辉教授指导下取得。
2008年9月，我考入了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成为我国著名民事诉讼法学专家李浩教授的博士研究生。
博士学习阶段，我在李浩导师的指导下，对我国民事执行制度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查阅了国内外
大量的民事诉讼法以及执行制度方面资料。
同时，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参加了相关活动：一是参加学术论坛，如2009年4月，我应邀参加在厦门举
办的第五届全国法学理论博士生论坛，主题为“中国法治的科学发展”。
本次论坛有大陆、香港和台湾的近50名法学理论专业和其他相关专业博士研究生以及10余名法理学专
家参加，我在论坛上作了“我国民事执行改革的价值目标”的发言，得到该专题评论人吉林省高级人
民法院院长、吉林大学教授张文显的好评；2009年9月，我参加了中国法学会审判理论研究会依托浙江
省高级人民法院所设立的执行制度专业委员会组织的“执行实务与新类型法律问题论坛”，聆听江伟
、杨荣馨等著名专家学者对我国当前执行理论与实务中新问题的见解。
二是到司法机关实习。
2009年7～8月，我有幸在最高人民法院执行局进行实习，在俞灵雨局长的关心下，赵晋山法官和黄文
艺法官作为我的指导老师，使我了解全国法院执行工作的最新情况，获益颇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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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民事执行改革研究》由人民法院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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