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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央视播出以后，侯耀华这颗耀眼的喜剧明星便冉冉升起

，直到2008年元旦侯哥客串关玲的表叔主持小品节目，依然

给大家留下喜剧大师的美好印象。侯耀华的冷幽默，常常让

人倾倒，我基本上可以说是“华粉”。尽管是粉丝，但是作

为律师，能跟侯哥晤面，尤其是在中央电视台一起做节目，

那真是想所未想。前日，央视12套就执行难问题推出了两会

特别节目《我建议》，我有幸来到中央电视台，并且竟然可

以坐在侯哥旁边，二人相互耳语。在炽热的拍摄灯下，央视

的光环让我眩晕。但是，侯哥闪亮登场以后，便对执行难问

题“大放厥词”，却使我们耳目一新。有诗曰，不识庐山真

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做节目的，大多是律师、法官和法

学家，基本上是法律圈的，侯哥可以说是圈外人士。但是，

侯哥的一席话让人捧腹大笑之后，确实让人深思。侯哥就执

行难问题给法律界出了两招，首先是，该抓就抓，该罚就罚

，其次是，修改法律，完善制度。我私下认为，侯哥这话说

到了点上。 先说该抓就抓、该罚就罚。 侯耀华讲，要我说不

存在执行难问题，只要该抓就抓，该罚就罚，什么问题都会

迎刃而解。我们刚才看了那个小片，法院法警准备查账冻结

某公司的账户，而该单位法人谎称上厕所，可是不到20分钟

时间，账户上的几百万不翼而飞。他们为什么敢这样？涉及

那些人？对这些人只要抓了他，判了重刑，罚了他，让他吃

不消，谁还敢这样？我们经常喊执行难、难于上青天，那么



请问假定是省高级法院院长的亲戚是受害人，判决是不是还

存在执行难？ 侯耀华的观点，未免有点理想化，正像田文昌

大律师当场辩驳的，是应该该抓就抓，该罚就罚，但是如果

不调查取证，没发现线索，该抓谁罚谁？我们不仅需要良好

的愿望，更需要良好的举措。我们不能苛求侯哥给法律界开

出解决执行难的灵丹妙药，但是我们可以清楚感觉到，侯哥

是想让社会各界对执行难问题下大决心、加大力度。事实上

，这正是问题的关键所在。但是，法律界似乎没有对执行难

问题的严重性作深层次的思考，也没有对执行难问题给予应

有重视。试想，如果法院的判决得不到执行，无疑是给老百

姓打了“法律白条”。法律无信，百姓伤心，后果可谓严重

。所谓执行难，难执行，主要表现在，被执行人难找，被执

行财产难寻，协助执行部门难求，查扣的财产难动，特殊的

被执行人难碰，执行受阻难解，违法阻碍和抗拒执行的责任

人难究，这几乎成了一种相互传染且难以遏止的社会现象，

成为社会及其两会关注的热点问题，也成为考验人民法院执

法能力的一个难点问题。执行难问题，不仅直接侵害着权利

人的合法权益，而且严重践踏了法律尊严。但是问题是，只

要高法或者中央下发文件加大执行力度，便会立即掀起执行

风暴，各地案件的执行率就会像坐火箭似的飞速上涨，这是

为什么？毋庸置疑，执行难问题，有的源于法院怠于执行、

执行不力，有的确实源于地方保护、部门保护，但是如果政

府和社会各阶层统一了思想，对执行难纳入到政绩考核，执

行难问题是不是会有较大改善？对那些自恃聪明认为拘留最

长不过15天老赖，可不可以反其道而行之以拒不执行判决裁

定罪加大处罚力度？ 再说修改法律、完善制度。 侯耀华讲，



刚才看到那个短片，法院的法警为了查清被执行人的执行能

力，又是蹲点，又是守候，甚至还要翻墙入院，这是法院的

法警干的事吗？要警察干什么？我有个朋友被一个出租车撞

了，撞成了植物人，该出租车挂靠在一家出租公司，出租车

司机车毁了没有钱，我朋友将司机及其挂靠公司一并起诉，

判决自然我朋友胜诉，但是法院去执行出租公司，出租公司

账户上却始终分文没有，导致我朋友迄今拿不到赔偿。出租

公司真的没钱吗？像我朋友已经是植物人该怎么办？这说明

我们的法律不是尽善尽美，我们的制度也不是十全十美，所

以，法律有漏洞，应尽快修改法律，制度不完善，应尽快完

善制度。 侯哥这话也应当说讲到了要害。正像人民大学教授

陈桂明当场所言，我国在执行方面存在严重的法律缺失和制

度不健全。现行民事诉讼法尽管有了执行编，但是全编仅有

３０个条文，且整体上属于纲多目少，过于原则，可操作性

不强，无法解决当前执行工作中纷繁复杂的实际问题，这无

疑会影响执行力度。虽然最高法院出台了一系列相关司法解

释，但仍有大量问题未能涵盖，只是一时的权宜之计，所以

，法院的执行人员基本上还是处于无法可依的状态。执行难

，执行乱，与法律规范不健全不无关系。但是，国外的情形

或许对中国有借鉴意义。英国在１８８４年就制定了《执行

法令》。而奥地利、瑞士从建国之初就采取了制定单行民事

强制执行法的立法模式。而近年来，制定一部独立于民事诉

讼法的民事强制执行法，已成为一种普遍选择的立法趋势。

１９７９年，近邻日本将民事诉讼法中的“强制执行编”删

除，另行制定了《民事执行法》。１９９１年，法国就制定

了单行的民事执行程序法。２００２年，韩国也将执行法律



制度从民事诉讼法中分立出来，制定了独立的《强制执行法

》。由此可见，建立完善的执行法律制度，已经迫在眉睫。

另外，英美发达国家，都有严密完善的诚信体系，而我国现

在还处于摸索阶段。立即执行制度、财务报告制度、执行联

动机制等制度的建立，已经成为当务之急。需要建立立即执

行制度，在被执行人不履行执行义务并可能转移、隐藏财产

的情况下，执行人员可以迅速出击立即采取强制措施，不至

于动辄老是慢半拍迟到一步。需要建立被执行人财产报告制

度，拒绝报告或虚假报告的，可以根据情节予以罚款、拘留

，使被执行人的财务状况处于一种透明的监督之下。需要建

立执行联动机制，这一点很重要。联合公安、工商、银行、

出入境等部门，采取在社会诚信系统予以不良记载，使被执

行人在信用贷款、工商登记上受限，公布被执行人不良信息

，使其信誉受挫，限制被执行人出境，使其不能恣意转移财

务到国外，均能促进当事人自动履行义务。有识之士这些真

知灼见，如果得以切实执行，或许执行难面貌会焕然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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