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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锋观察

X
I
A
N
 
F
E
N
G
 
G
U
A
N
 
C
H
A

执行难不仅损害司法权威，还助长了不诚信的社会风气。近3年来，云南省各级人民

法院不断加强执行工作力度，构建高效执行制度，取得实质性、突破性进展。2016年1月

至2018年12月，全省法院共受理执行案件372907件，执结353651件，执行到位金额518.97

亿元。执行难，到底难在何处？云南如何破解？

“执行难”难在哪儿

2016年，云南某食品公司法定代表人李某，因拖欠多家供

应商原料款被起诉至安宁市人民法院。诉讼过程中李某主动与

原告协商承诺还款，但调解结案后，李某并未履行承诺，原告

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进入执行程序后，李某声称愿意配合执

行，却消失了一年。2018年6月15日，执行法院在昆明市西山

区一家米线店将李某逮个正着，并对其处以15天司法拘留。

在云南，类似这样的“老赖”不少，他们用各种手段试图

躲避法律制裁，给受害人造成很大影响，也挑战了司法权威。

解决执行难为何如此难？据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执行局相关负

责人介绍，执行案件无法执行到位的主要情形分为“执行难”

和“执行不能”两种。

“执行难，首先是查人找物难，过去执行人员需多机构

多头跑，效率低；其次，很多‘老赖’通常会隐匿转移财产，

用花样百出的手段来规避执行；还有就是财产变现难。”该负

责人说，在日常办案中，被执行人有各种形式的财产，如房地

产、证券、股票、车辆等，执行人员需把它变现成现金支付给

当事人。以往采取拍卖的办法，但这种方式受时间所限，一般

成交率低、溢价率低，过程又会滋生出权力寻租、暗箱操作、

巧打组合拳  破解执行难 

玉溪市红塔区人民法院执行款兑付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