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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中央电视台《今日说法》栏目播报了四川安县当事人邓

国泉于当年5月26日在安县县城大街上“卖判决书”的事件。

之后，四川和其他省份也出现了多起“卖判决书”的事件。

这一现象很快引起了新闻媒体和社会公众的广泛关注，也受

到了审判机关的高度重视。 今年3月中旬，四川省高级人民

法院的机关刊物《四川审判》编辑部组织省内三级法院从事

研究、审判和执行的部分法官，并邀请部分律师、新闻记者

在泸州专门召开“卖判决”现象研讨会，对“卖判决”这一

社会现象产生的成因、性质及对策进行了认真的探讨和研究

。 据悉，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执行局局长罗书平参加了研讨

会并发表了他对“卖判决”现象的见解。为此，本刊记者对

罗局长进行了采访。 “判决书”能拍卖吗？ 就“卖判决书”

现象 访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执行局局长罗书平 “拍卖判决”

就是“转让债权”吗? 记者：对于“拍卖判决”现象，从近年

来见诸新闻媒体的报道中，我们看到的称谓并不统一，有的

称之为“拍卖判决书”、“出卖判决书”，有的称之为“拍

卖判决”或者“拍卖民事判决书”，还有的称之为“转让债

权”或者“转让判决所确定的权利”，甚至还有称之为“叫

卖判决书”、“卖判决”的。请问，从法律的角度上，到底

应当怎样表述才准确？ 罗书平：新闻媒体和社会公众对这种

现象在表述上的差异，恰好说明对这种现象进行探讨和研究

的必要性。相对而言，对这种现象称之为“转让债权”比较



合适。一是“拍卖的对象”不是也不应当是“判决书”，因

为判决书是人民法院代表国家行使审判权对诉讼案件进行审

理后作出的具有法律效力的法律文书，这种法律文书就如同

国家机关的其他公文一样，它本身不是商品，不存在价值和

转让价值，无论如何是不能成为拍卖对象的。二是社会上发

生的街头“拍卖判决”的行为，实际上都是当事人为了实现

判决所确定的债权而采取的一种特殊的方式，即当事人希望

通过私下降价“转让”的方式实现“债权”。三是依照有关

法律的规定，拍卖是一种非常慎重并将会产生相应法律效力

的行为，为此，国家法律规定了严格的程序和规则，而当事

人自己在社会上公开“拍卖判决”显然不是法定意义上的拍

卖，充其量只是一种公开叫卖。 记者：据你所知，目前曝光

的“拍卖判决”的现象中，其拍卖的对象都是人民法院的判

决吗？ 罗书平：多数是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且已进入强制

执行程序的判决，但也有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当事人尚未向

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的，还有虽然进入了强制执行程序，

但当事人拍卖的不是“生效的判决”，而是债务人“欠款的

借据”。如为乡政府垫资修建公路的四川省西充县债权人虽

然打官司胜诉了，但败诉的乡政府仍“一毛不拔”，债权人

向法院申请执行后乡政府也无动于衷，于是胜诉的债权人只

好上街去转让自己的权利，但他转让的不是法院判决，而是

乡政府的“欠款白条”。 私下“转让债权”的现象是客观存

在吗? 记者：社会上发生公开“卖判决书”只是一种个别现象

还是一种普遍现象？ 罗书平：实事求是地说，在大庭广众之

下公开拍卖判决书，目前还只是个别现象，但有逐渐上升的

趋势。不过，在现实生活中，私下“转让债权”的现象是客



观存在的。比如我们经常从公开发行的报纸上看到有的金融

机构决定将自己的债权转让给某个资产管理公司、要求债务

人向受让方履行义务的公告，实际上就是债权转让的行为。

而且据我所知，对于经过人民法院按照诉讼程序审判后确定

的债权，债权人决定转让的，只要不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

，在司法实践中也是承认其效力的。 今年3月下旬，中共四

川省委机关报《四川日报》在两天的报纸中就用了22个整版

的篇幅刊登了一条高达5201笔的《债权转让暨催收公告》，

公告是“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成都办事处”和“中国东方

资产管理公司成都办事处”联合刊登的，基本内容是“根据

法律及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信达与东方两

个办事处签订债权转让协议，即“信达”将5201笔债权“已

依法”转让给“东方”，并声明“该等债权对应的借款合同

、抵债协议、还款协议、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也依法转

让”，要求“借款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其承继人”向“东

方”履行“相应合同约定的义务”。据悉，上述债权转让中

的出让方“信达”公司，实际上也并非所转让债权的原始所

有人，绝大多数都是从金融机构剥离而来的，因此，就债权

本身而言，已经是“第二次”转让了。 据了解，在金融机构

转让的“债权”中，既有未经诉讼程序形成的债权，如赋予

强制执行效力的公证债权文书或经过仲裁机构仲裁的仲裁裁

决，也有经过诉讼程序以判决、裁定或者调解书形式确认的

债权。以上述“信达”转让给“东方”的5201笔债权为例，

经过人民法院诉讼程序确认的有169项，进入执行程序的

有405项，二项合计574项，占转让债权总数的11％左右，也

就是说，在“信达”转让给“东方”的债权中至少有十分之



一的债权是经过法院判决或者直接进入执行程序了的。 这类

拍卖判决现象不仅四川存在，在其他地方也时有发生。如今

年4月11日《云南日报》就以通栏标题刊登了《中国华融资产

管理公司昆明办事处、云南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

员会债权转让暨债务公告》，宣布双方签订“债权转让合同

”，合同内容是“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昆明办事处将以

下25户债务人的债权及从权利依法转让给云南省人民政府国

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请以下债务人和担保人立即向云南

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履行相应还款义务”。

接着刊登了“截止2004年12月20日止”的25项“整体债权”。

此外，4月26日的《法制日报》也用了两个整版的篇幅并用最

小的字号刊登由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北京办事处和香港银

建国际资产管理公司联合发布的《债权转让暨催收公告》，

公告的内容也是根据双方签订债权转让协议，信达公司已将

从中国建设银行“受让的”债权和担保权“依法转让”给银

建公司，同时接受银建公司的委托，负责管理和清收已转让

债权及担保权。 记者：这类当事人之间转让经过司法程序确

认了的债权的行为有无法律依据？ 罗书平：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合同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的规定，当

事人之间转让债权是允许的。但如果转让的债权是经过人民

法院按照严格的司法程序确认了的债权，能否自由地自行转

让，严格说来，按照现行的法律规定，既没有授权性的法律

依据，也无禁止性的法律依据，这实际上就体现了在成文法

国家，法律总是具有滞后的特点。也许，正因为如此，4年前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的《关于审理涉及金融

资产管理公司收购、管理、处置国有银行不良贷款形成的资



产的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中非常谨慎地开了一个

“小口子”，即“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受让国有银行债权后，

人民法院对于债权转让前原债权银行已经提起诉讼尚未审结

的案件，可以根据原债权银行或者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申请

将诉讼主体变更为受让债权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金融

资产管理公司受让国有银行债权后，原债权银行在全国或者

省级有影响的报纸上发布债权转让公告或通知的，人民法院

可以认定债权人履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80条第1

款规定的通知义务”，这一规范性文件，弥补了法律的不足

。也事实上承认了当事人私下转让债权（包括经过司法程序

确认在内的债权）的合法性。 记者：既然最高人民法院对金

融机构转让债权的行为“开了口子”，对其他当事人之间转

让债权的行为能否比照这个规定办理？ 罗书平：从理论上讲

是不行的。因为，最高人民法院在上述《规定》中还特别强

调，“本规定仅适用于审理涉及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收购、管

理、处置国有银行不良贷款形成的资产的有关案件”。 不过

，在司法实践中，我认为，对于这类虽然法无明文规定，但

实践证明客观存在、且不损害国家、社会和他人公共利益的

行为，还是应当以宽容的态度对待为好，不宜动辄就以没有

授权为由予以否定。因为，法律（广义上也包括司法解释等

规范性文件）总是滞后于司法实践的，当初对金融资产管理

公司受让债权的行为实际上也并无法律依据，只是，当这种

转让行为慢慢形成气候了，最高人民法院才以规范性文件的

形式追认其合法并加以规范。法律规范的这种滞后性是符合

成文法国家的法的创制的特点的。 事实上，据人民法院的立

案部门同志介绍，在最高人民法院决定“开口子”之前，在



人民法院的立案部门，对于受让方以新的债权人即申请执行

人的身份依据上述凭据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只要符合

法律规定的其他条件，人民法院基本上都是予以立案受理，

审判部门在审理中也是承认其效力的。 记者：这势必形成在

人民法院受理的这类债权转让的案件中，既有依法转让的，

也有自行转让的，这对于一个法治国家似乎有些不合适？ 罗

书平：这的确是一个问题。据笔者分析，人民法院在审理和

执行金融债权案件中涉及到的相关“法律滞后”的问题，已

引起了最高审判机关的重视。今年3月24日，最高人民法院在

发布的《关于在民事审判和执行工作中依法保护金融债权防

止国有资产流失问题的通知》中承认，“随着我国金融体制

改革的逐步深入，人民法院在审理和执行涉及金融不良债权

案件中会不断遇到新情况和新问题。这些问题政策性强、社

会影响大，有关法律法规又相对滞后”，要求“人民法院要

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加强调查研究，不断提高办案质量和效

率。”显然，作为国家最高审判机关的最高人民法院对司法

实践中客观存在的上述问题并不是采取一概视为违法的“一

刀切”的办法，而是要求各级法院“加强调查研究”，在法

律规范还不是非常健全和完善的国家，采取这种谨慎行事的

作法是完全必要的。 为什么会出现“拍卖判决”现象 记者：

有人说，从实质上讲，“拍卖判决”现象的发生，是近年来

“执行难”问题的外在表现，因为当事人通过诉讼打赢了官

司却因为种种原因实现不了判决确定的债权，于是寄希望于

采取“拍卖判决”的方式实现自己的权利，这种说法对不对

？ 罗书平：“拍卖判决”现象的发生与“执行难”问题的存

在具有非常密切的联系，甚至也可以说二者之间存在着因果



关系，即“执行难”是因，“拍卖判决”是果。但“执行难

”本身也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它的形成也有诸多方面的

原因，可以说是各种社会矛盾在司法领域的集中反映。 记者

：引发“拍卖判决”现象的特点是什么？ 罗书平：据典型调

查，这类现象的特点主要有：一是均经过人民法院判决，并

大都已进入执行程序，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报道的四川

安县“拍卖判决书”的案例，实际上也是进入了执行程序的

，但报道中却错误地称“当法官闻讯赶到解释后，当事人方

知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与客观事实有误。二是申请执

行的时间较长，长的五六年，短的也至少在半年以上。三是

申请执行人均为公民，且生活非常困难，被执行人拒不履行

判决的行为，给申请执行人的生产、生活甚至小孩入学都带

来极大的困难。四是被执行人基本上无履行能力甚至下落不

明，也有的被执行人虽然有履行能力但采取非常隐蔽或者狡

猾的手段转移处置了可供执行的财产。五是公开“拍卖判决

”的尚无一例成交。 记者：有人认为，老百姓“拍卖判决”

就是对司法公正的怀疑和对人民法院的不满！这种说法对不

对？ 罗书平：这种评价不符合客观公正的原则，同时也与事

实不符。我们曾经对有的“拍卖判决”的公民进行调查得知

，他们之所以“拍卖判决”，其动因非常复杂。如有的生活

非常困难，长期执行不了，认为这是法院在打“法律白条”

，为实现债权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有的对被执行人采取“假

离婚”等手段转移财产、故意逃债、下落不明不满。还有的

认为执行人员执行不力，采取的执行措施不到位，或者认为

被执行人有履行能力但由于有“后台”对法院施加压力，致

使执行受阻，等等。 由此可见，“执行难”作为一种客观存



在的社会现象，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也非常复杂。当然，严

格说来，“执行难”是指被执行人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以

及执行人员能够执行而因为种种原因消极执行甚至不予执行

。对于有的案件，在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人

民法院执行的时候，就非常清楚被执行人没有执行能力，但

当事人仍然坚持起诉和申请执行。对于这样的起诉和执行申

请，人民法院当然不能予以拒绝，但由此即意味着判决只是

一种“确权”，申请执行则只是表明一种主张、一种态度，

而对事实上能否执行兑现，是不抱什么希望的。在这种情况

下，怎么能说执行不了的责任在法院呢？它实际上是市场经

济的风险所在。 “拍卖判决”的行为是不是违法? 记者：有

人认为，“拍卖判决”是一种合法行为，理由是迄今为止没

有任何一条法律规定说拍卖判决是违法并应当予以制裁，因

此应当予以支持。也有人认为，“拍卖判决”是一种违法行

为，因为“依照法律规定判决不得转让”、“拍卖判决会影

响法律尊严”、“有损审判权”，因此对“拍卖判决”的行

为应当予以制止和追究。对此，不知局长的观点如何？ 罗书

平：对此，本人认为，这不是一个非此即彼的问题。现实生

活中，对有些问题完全用绝对的“两分法”的标准来划分合

法与非法是不合适的。 对“拍卖判决”现象也是这样。你说

他违法，但不知道违反了哪一个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合

同法》第79条规定了有三类债权不得转让，即“根据合同性

质不得转让”、“按照当事人约定不得转让”、“依照法律

规定不得转让”，其中并不包括判决书所确定的债权，因此

，称拍卖判决不合法的观点并无法律依据。但你说它合法也

不知道符合哪一个法律的哪个条款。因此，笼统地说它合法



也好、违法也罢，不是科学的态度。 在法制健全的国家，对

老百姓来讲，法无明文禁止规定就视为允许；对官方来讲，

实施的任何司法或者行政行为都必须于法有据，特别是当我

们要对某种社会现象进行评价是更应当如此。按照这样的思

路，对“拍卖判决”现象在法律没有禁止性规定的情况下，

应当从法理的角度来认识，既不说合法，也不说违法，更不

能去处罚它。老百姓认为是判决执行不了是人民法院在打“

法律白条”，当事人和新闻媒体称之为“拍卖判决”，法律

界人士称之为“转让债权”，如此而已，本无所谓合法与违

法之分。 记者：按照你的观点，既不说它合法，也不说它违

法，岂不是意味着可以任其自由发展，万一今后出了事怎么

办？ 罗书平：我们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提出的命题本身就

只有“合法”与“违法”的“单项选择”，而这个命题是值

得研究的。 如前所述，“拍卖判决”实际上是转让判决确定

的一种权利。当这种转让行为并不危及国家、社会、他人的

利益的时候，显然是不能断然说是非法的甚至采取强硬的法

律手段进行制裁的。至于经过审判机关通过法定程序确认的

权利可不可以由老百姓私下进行转让，这就如同金融机构的

债权是否可以自行转让给资产管理公司，以及对客观上已经

发现的这种转让行为应否承认其效力，是同一层面上的问题

，需要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国家立法机关采取立

法的方式加以规范。 记者：有的同志认为，既然明知判决卖

不出去却还要卖，那么，“卖判决”的行为就是对司法机关

的不满和对社会的一种宣泄，那当然就属违法！ 罗书平：本

人不同意这种观点。“拍卖判决”者虽然也可能的确有前述

动因，但当事人主要的还是为了通过这种行为实现判决所确



定的权利，这只是为了实现权利采取的一种方式。所以应当

对此宽容一点，给它一种平台，让它自己运行一段时间再去

规范它。 怎么看待“拍卖判决”的现象 记者：有人担心，对

“拍卖判决”的行为采取宽容的态度，虽然老百姓大都能够

接受，但如果“拍卖判决”成为了一种普遍的现象，不可避

免地会对社会秩序、工作秩序和生活秩序带来消极影响。 罗

书平：其实，这个担心是没有必要的。因为，在通常情况下

，“拍卖判决”行为并不会危及社会的安宁和他人的权利。

当然，如果“拍卖判决”者的行为真的发展到阻塞交通、扰

乱秩序、损害他人、骗取钱财的程度，则应当采取相应的法

律措施加以解决。但这与“拍卖判决”行为本身并不具有必

然的内在的联系。 记者：我们应当如何看待和处理这类现象

？ 罗书平：这正是我们要研究的对策问题。有一点估计大家

的观点是一致的，那就是老百姓在街头公开“拍卖判决”是

解决不了问题的，这如同公民之间一旦发生纠纷就兴师动众

采取“武力”或者“上访”、“游行”、“集会”往往并不

解决问题一样。但应当把它放在“执行难”已经成为社会的

综合症的社会背景下去考虑，因此解决这个问题的对策就是

采取多管齐下综合治理。 在党的十六大政治报告中，明确提

出“切实解决执行难问题”，这个要求并不只是对法院，而

是对全党提出的。现在对这一问题应当以平和的心态对待。

最终还是有待最高司法、立法机关予以解决。 因此，对拍卖

判决现象，我的态度是，一是无须大惊小怪，这只是一种为

了实现自己的权利而采取的一种手段和方法，如同上访、打

官司、找领导解决问题一样。二是也不撒手不管，而应当通

过接待来引导我们的工作和行为，正确认识和看待执行难。 



记者：作为高级法院的执行局长，你认为在人民法院的执行

工作中应当如何减少甚至消灭“拍卖判决”现象的发生？ 罗

书平：在我们的执行工作中，有以下工作是可以而且能够做

好的。一是转变工作作风，加大执行力度，防止因为工作的

失误而失去执行的最佳时机，二是通过公开的执行听证的方

式，实现“阳光下的执行”，消除当事人对执行工作的疑虑

，三是规范执行行为，当务之急是建立威慑机制和信用体系

的建立，强化执行措施，推行执行体制和执行机制的改革，

如大胆采取用劳役抵偿债务，对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的依次追

究刑事责任等。四是对司法实践中客观存在的因为被执行人

确实没有执行能力，但申请执行人生活极其困难的案件，可

以借鉴四川绵竹法院的做法，报经当地党委、政府批准，由

财政拨款设立“司法救助基金”，对确有困难的申请执行人

，经批准后可以从“救助金”中领取一定费用先予垫付，帮

助其渡过难关，也减少社会生活中不稳定的因素。 记者：刚

才你谈到绵竹法院设立的“司法救助基金”，初衷就是为了

解决被执行人确实没有履行能力，但申请执行人生活特别困

难的问题，这种做法的结果会不会产生“当事人欠钱，政府

买单”的后果？ 罗书平：据我的了解和分析，这个是不会发

生的。绵竹法院执行局是我们省法院执行局的联系点，在他

们首次向三位生活特别困难的申请执行人发放“救助金”时

，我到了现场。在设立“司法救助基金”制度的时候，他们

就已经考虑到了这个问题的“可能”存在，因此，在相关文

件中特别明确，申请执行人领取了“救助金”后，并不当然

免除被执行人应当依法履行的还债义务。 此外，为了消除疑

虑，对有的确因被执行人没有履行能力的案件，可以考虑将



申请执行人带到现场，让申请执行人不仅“耳闻”而且“目

睹”被执行人的财产状况，也不失为一种执行程序中的“阳

光”作法，从而打消申请执行人对人民法院执行工作产生的

种种怀疑，明白案件执行不了的真正原因不是法院打“白条

”，而是被执行人确无可供执行的财产，属于市场经济的风

险。 新闻链接： 案例一、安县邓国泉“卖判决书”案 邓国泉

、雷德凤、邓平、邓扬诉何隆贵、王强、董兵道路交通事故

人身损害赔偿案，安县人民法院于2003年12月10日以（2003）

安民初字第269号民事判决审结。判决三被告赔偿四原告合

计80795.36元。 邓翠兰（邓国泉之女）、朱远太诉何隆贵、

王强、董兵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案，安县人民法院

于2004年2月16日以（2003）安民初字第329号民事判决审结。

判决三被告赔偿邓翠兰586128.86元；赔偿朱远太5875.46元。 

邓国泉、雷德凤、邓平、邓扬于2004年4月12日申请执行安县

法院（2003）安民初字第269号民事判决；安县法院于同月19

日立案受理。2004年4月14日，邓翠兰申请执行（2003）安民

初字第329号民事判决，同月15日向安县法院受理。由于二判

决的被执行人居住地均在绵阳市涪城区，安县法院于2004年4

月20日委托涪城区法院执行。5月10日、5月19日，邓翠兰、

邓国泉知晓案件移送涪城区法院执行。2004年5月26日。邓国

泉在安县县城大街上半价卖判决书。（卖的判决书包括

（2003）安民初字第269号民事判决书、（2003）安民初字

第329号民事判决书。） 绵阳晚报于2004年5月30日报道此事

，中央电视台于2004年11月9日在《今日说法》栏目播出邓国

泉“卖判决”事件。 案例二、泸州市龙马潭区夏吉华“卖判

决书” 夏吉华诉泸州市第二人民医院、龙马潭区金龙乡卫生



院医疗损害赔偿案，2001年3月，龙马潭区人民法院判决：泸

州市第二人民医院赔偿夏吉华6245元；龙马潭区金龙乡卫生

院赔偿夏吉华56204元。2001年7月泸州中院二审维持原判。

2001年8月5日，夏吉华申请执行；2001年8月15日，龙马潭区

法院立案执行。后泸州市第二人民医院履行了判决；龙马潭

区金龙乡卫生院履行了小部分义务。2003年5月，龙马潭区金

龙乡卫生院与夏吉华达成执行和解协议，对卫生院尚未履行

的41000元赔偿款达成如下具体协议：当月履行1000元；6月起

每月2000元；从2004年起，每年履行5000元，直至履行完毕。

卫生院在2003年5月履行1300元；同年12月履行4000元；2004

年7月履行3200元。后未再履行。 2004年12月15日，夏吉华在

泸州市的闹市区“卖判决书”。 案例三、南充市顺庆区张先

志“拍卖判决书” 张先志（男，原系河南省南阳油田钻井公

司职工，现住顺庆区舞凤镇清泉村8组）诉罗裕银（顺庆区舞

凤镇清泉村8组村民）人身损害赔偿案，南充市顺庆区人民法

院判决罗裕银赔偿张先志6997.30元；南充市中级人民法院二

审判决罗裕银赔偿张先志8746.66元。2004年10月17日，顺庆

区法院向当事人送达二审判决书。 10月18日，顺庆区法院执

行法官即通知双方当事人到法院协商执行事宜无果。10月19

日，张先志向顺庆区法院申请执行，法院立案执行后，于11

月23日召开有当事人及其家属和村干部参加的执行听证会。

听证查明，罗裕银家基本没有可供执行的财产。11月26日，

法院依法对罗裕银家进行了搜查，搜查结果，与听证会核实

的财产情况无异。11月29日，执行法院再次对罗裕银进行法

律宣传和教育，当天，罗裕银向亲朋借款1000元交给法院，

法院立即将该款转付给了张先志；之后，罗裕银又向亲友借



款1000元交到法院，并向法官恳请说：可以向亲友借款的都

借了，余款只有订计划，每月偿付200元。执行法官在将执行

案款转交张先志的同时，将罗裕银订立的履行计划告知了张

先志。并告诉张先志，一旦发现罗裕银有可供执行的财产，

法院将依法强制执行。张先志仍认为法院执行不力，12月18

日，张先志在南充市闹市区当街“拍卖判决书”。 案例四：

西充县何培树叫卖乡政府“白条”案 据2005年3月24日《四川

日报》以《沿路做了，工程交了，工钱讨了，法院判了，欠

债者却“一毛不拔”，一拖五年 六旬翁当街叫卖乡政府“白

条”》为题，报道了西充县农民何培树为车龙乡政府垫资修

建“政绩工程”后领到的不是工程款而是6张总金额高达87万

元的“白条”，经法院2004年11月30日判决乡政府十日内给

付何培树87万元欠款及30万元利息后，乡政府依然“一毛不

拔”，被迫在南充市闹市区当街叫卖乡政府的欠款“白条”

。一连几天，看热闹的人不少，但“白条”却依然“粘”在

他手上。他无可奈何地说，只好“走一步看一步”。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