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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85/2021_2022__E7_BD_97_

E4_B9_A6_E5_B9_B3__c122_485748.htm 《人民法院报》曾刊

登了一篇题为《九种“执行难”》的读者来信，在所列举的

九种“执行难”表现中，将“涉及乡镇局委、村委会案件难

执行的问题”列为第二位。一月前，《四川日报》以《六旬 

翁当街叫卖乡政府“白条”》为题，报道了四川省西充县农

民何培树为乡政府垫资修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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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法院判决乡政府

给付何培树欠款及利息后，乡政府依然“一毛不拔”，债权

人何培树被迫在南充市闹市区当街叫卖乡政府的欠款“白条

”。据不久前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的机关刊物《四川审判》

杂志召开的“卖判决书现象”专题研讨会上得知，近年来各

地发生的债权人在公众场合公开叫卖判决书的现象中，基层

人民政府及其政府的职能部门作为“债务人”的时有所见，

一定程度上影响到政府的形象和社会的稳定。 不错，我国目

前实行的是“分级负责，分灶吃饭”的财政体制，即“一级

政府、一级财政、一级财政、一级金库”，乡政府欠的钱当

然只能由乡政府自己“偿还”，政府的职能部门欠下的债务

也只能由职能部门自己“消化”，不能理所当然地追到县政

府、市政府甚至省政府，这就如同民间流行并接受的既不能

“父债子还”也不能“子债父还”是一个道理。但是，对于

债权人甚至于社会公众来说，上述财政管理体制只是人民政

府“内部”的事情，不能成为人民政府“欠账不还”的理由

。在老百姓的心目中“人民政府”实际上是一个整体，它总



是与“党的领导”和“人民政权”联系在一起的，而不是一

个“具体的机关”或者“具体的部门”。 据不少执行人员私

下透露，执行案件最怕的案件就是执行政府，因为每当遇到

人民政府或者其职能部门作为债务人的案件，都感到十分为

难。如要加大力度强制执行，上面又有很多禁止性规定，如

“预算内资金”不能执行、“办公场所和交通工具”不能执

行、“办公经费基本工资”不能执行、“特殊资金不能执行

”等等。于是，面对善良的、无辜的债权人充其量只能表示

“深深的同情”。 的确，近年来，在有关部门制定的涉及行

政机关作为被执行人的案件如何适用法律的规范性文件中，

绝大多数都是对哪些财产不能采取保全措施和强制执行的“

禁止性规定”，给人的印象是制定这些规定的目的，不是为

了切实解决“执行难”而是客观上在制造新的“执行难”或

者为客观上存在的“执行难”找到一个“合法”的理由。 其

实，当我们冷静地思考问题，作为债务人的人民政府与其千

方百计公开声称或者暗地诉苦自己“确实没有履行能力”，

还不如想方设法将债务了断为好，哪怕就过几天穷日子。此

外，作为地方人民政府的上级人民政府与其过分强调“一级

管一级”，将“下级”人民政府欠下的债务推而远之，不如

责成下级人民政府严格依法办事偿还债务，甚至在必要时主

动为下级人民政府偿还债务，其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要好得

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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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