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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赵红旗

  9月1日，端坐在电脑前的河南省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执

行局执行指挥中心主任王立珂轻点鼠标发出指令，5起新立案

的执行案件信息迅速流传到卷宗管理中心，执行通知书、报告

财产令、财产申报表、限制消费令等法律文书通过信息化系统

自动生成后瞬间发出，案件随后流入到执行实施团队。

  许昌中院院长周志刚向《法治日报》记者解释说：“全市两

级法院执行权运行模式的改革，破除了‘一人包案到底’的旧

模式，打造出‘员额法官主导、团队集约办案’的新模式，执行

权力封闭运行的局面被彻底打破，卷宗管理中心的实体化运

作成为执行指挥中心实体化运行的关键。”

  改革带来积极成效。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许昌法

院共执结案件17210起，同比上升38.72%；首执执行到位93.81亿

元，同比上升143 .1 4%，实际执结率、执行完毕率位居全省

前列。

成立卷宗管理中心

实现信息实时共享

  “从立案到执结，仅用了7天时间，没想到这么快！”申请人

王某领到执行款后，激动地对许昌市襄城县法院执行局局长

王志坚说。

  6月11日，王某到襄城县法院申请执行立案。案件流转到

执行局执行事务集约中心后，执行团队随即对被执行人李某

名下财产进行网络查控，当天共查控李某网络账户98个，经后

续整理，执行团队进行统一扣划，15.5万元执行款全部执行到

位。6月18日，王某全额领到了执行款。

  这是许昌两级法院执行权运行模式改革后带来的变化。

  “选择改革，不是头脑发热拍脑袋决策，也不是为了出政

绩，而是执行工作的现实所迫，多年积累的顽瘴痼疾，持续增

加的人案矛盾，执行干警一年到头疲于奔命，已经到了不改不

行、小改也不行、必须动真碰硬、进行深度改革的地步。”周志

刚坦言。

  周志刚介绍，执行案件数量目前占全市法院案件总数的四

分之一，工作难度大，风险也大，“一人包案到底”造成执行权力

封闭运行，缺乏监督制约，尤其是消极执行、不规范执行、错误执

行等现象的发生，已影响到法院的司法公信力和司法形象。

  许昌中院确定“中级法院强管理、基层法院强办案、执行

团队强质效”的思路，立足于“监督重点在基层、管理重心在中

院”，抓牢两级法院执行局执行指挥中心实体化运行这个“牛

鼻子”，全面推进办案向办事转变，实现了“四个集中”即集中

卷宗管理、集中终本管理、集中财产处置（网拍）、集中节点管

控，“五个批量”即批量制作法律文书、批量送达法律文书、批

量线上查控、批量现场查控、批量事项委托；“六个智能”即智

能生成文书、智能财产管理、智能终本核查、智能质效管理、智

能节点管控、智能信息公开。

  许昌中院执行局局长徐水清介绍说，执行局70%的人员

集中配备到执行指挥中心，设立7个小组，拓展8项集约事务，

18项管理职能，提供6项技术支持，推动事务集约、案事分离。

在监管方式智能化上，自主研发执行大数据“511”智能监管系统，紧盯财产处置这一关键

环节，实现执行节点智能管控，从涉案财产、结案规范、顽瘴痼疾等5个维度，由点到面对关

键环节、流程节点、整体工作全方位监管，形成条线运行态势报告。

  “我们尝试将‘结案补录卷宗、线上线下脱节’改为‘集中生成卷宗、信息实时共享’，建

立卷宗管理中心。”徐水清说，所谓的卷宗管理中心，不仅仅是集中管理、集中扫描、集中存

档，而是通过卷宗管理，实现对案件全流程的事中和事后监管，可以有效防止消极执行、拖

延执行、违规终本等突出问题，甚至可以遏制一些执行腐败问题的发生。

  徐水清提出，卷宗管理中心的运行，通过案件信息共享，打破了过去“卷宗在谁手里谁

办案”“节点在谁手里、事务在谁手里谁办案”的模式。根据院党组“用制度管人管案管事”

的要求，执行局制定的《指挥中心日常管理工作流程》《执行工作事项通报制度》《执行团队

职责分工》等制度明确规定，执行过程中产生的所有纸质材料均应在形成后3个工作日内

移交执行案件卷宗管理中心，工作人员收到材料3个工作日内集中扫描、智能编目，形成电

子卷宗后导入执行案件管理系统。

  如今，许昌两级法院执行局均成立了卷宗管理中心，纸质卷宗全部由卷宗管理中心审

核扫描、上传归档，推进办案全程无纸化，节点管控实时化，流程监管可视化，实现共享、共

用、共管。

按类分流科学调度

简案快执繁案精办

  某银行向许昌市魏都区法院申请执行某公司，魏都区法院执行局局长刘强一边指派

一组执行干警下达执行裁定、协助执行通知书等法律文书，一边组织执行干警对某公司账

户进行查控，仅用两天时间便将此案执行完毕。

  案件的快速执结，得益于魏都区法院执行局事务集约办理团队与执行实施团队分工

合作。

  其实，这是许昌两级法院在执行权运行模式改革中实现了从“办案”到“办事”的根本

性转变。许昌中院明确规定，执行过程中的各项事务性、辅助性工作合理分流，执行指挥中

心对各种执行事务进行“提炼”，按项目化要求确定专管员或专管团队，对执行事务进行集

约化办理。

  “当事人初次接待、执法法律文书、线上线下查控、录入强制措施信息、网络拍卖辅助、

接待执行来访、接处举报电话等事务性工作，均有事务集约办理团队办理。员额法官主导下的

办案团队则集中精力做好案情研判、执行方案、强制执行等核心执行事务。”周志刚说。

  事务性工作剥离后，许昌两级法院系统化整合执行工作力量，按照员额法官或资深执

行员主导下的团队化运作模式，执行指挥中心、执行团队按照各自承担的职能及工作事

项，合理配置执行资源及执行力量，实现执行案件精细化管理。

  “繁简不分，严重影响到执行案件的质效。”徐水清说，许昌中院将“繁简不分”改为“繁

简分流、快慢分道”，建立按类分流、科学调度的工作机制。

  如今，在许昌两级法院，首次执行案件在立案后或者完成集中查控后，根据查控结果，

以有无足额财产可供执行、有无财产需要处置、能否一次性有效执行等为标准，视财产查

控及执行标的情况，将案件分为简易执行案件、一次性有效执行案件和普通执行案件等三

种类型，按团队分工随机分案，实现简案快执、繁案精办。 

建立执行协作机制

形成合力提高质效

  “过去，在内部，‘一人包案到底’，缺乏协作与监督；在外部，法院一家‘单打独斗’，缺

乏相关部门的配合与支持。如今，在内部，团队化协同办案；在外部，与政府部门、银行等建

立执行协作机制，形成了执行合力。”徐水清感慨道。

  许昌两级法院专题研究执行队伍人员结构、人案比等核心事项，推动年轻力量、业务

骨干、精兵强将向执行一线集中，建立定期交流和末位淘汰制度。今年以来，许昌中院调整

两级法院5名执行局长，将51名业务骨干轮岗交流到执行局副局长等岗位，85%的执行人员

集中到执行一线，45岁以下执行人员占比90%以上，队伍结构更加优化。

  在许昌两级法院内部，推动审执、裁执、人卷“三分离”，执行指挥中心、办案团队、执行

监督三大部门全部分立，快执、普执、终本三大办案团队协同办案，制约不掣肘，让执行法

官专心办案、辅助人员专司办事，执行权运行机制全方位改革效能持续释放。

  在法院外部，许昌两级法院与公安、民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住房城乡建设、市场监

管、金融监管等部门及银行建立了执行协作机制，使失信被执行人“一处失信、处处受限”。

许昌市市长刘涛说：“全市法院与政府部门加强沟通对接，发挥府院联动机制优势，共同做

好风险防范化解、企业纾困解难、知识产权保护等工作，为加快建设法治政府、打造法治化

营商环境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市中院针对困扰多年的执行难，敢啃硬骨头，持续深化执行权运行机制改革，执行质

效迅速进入全省第一方阵前列，初步形成了执行工作的‘许昌模式’。”许昌市委书记史根

治评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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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前沿观察 价格无限趋近500元 499元月饼运费199元 超过500元改名换姓

□ 本报见习记者 孙天骄

□ 本报记者   陈 磊

  兔子、螃蟹造型的月饼栩栩如生，精致的

月饼广告图在玻璃橱窗下熠熠生辉……近

日，《法治日报》记者走访北京市多个线下商

超发现，随着中秋佳节的临近，节日氛围愈发

浓厚，各大店铺纷纷推出月饼

礼盒，不少消费者直奔月饼礼

盒而来，满载而归。

  今年，围绕月饼礼盒“过度

包装”“天价”等争议，国家发展

改革委等有关部门陆续发布相

关文件进行规范，包括对价格

超过500元的月饼进行重点监

管、严禁搭售混售现象、对过度

包装商品进行纠正等。

  记者调查发现，目前线下月饼销

售市场，超过500元的“天价”月饼已基

本消失，然而在一些网购平台上，不仅

仍有大量“天价”月饼的存在，月饼搭

售混售情况也大量存在。不仅如此，

在官方划定500元重点监管线后，部

分商家以无限趋近500元标价、“天

价”运费、以糕点名称替代月饼等方

式回避监管。

  接受记者采访的专家表示，上述

不少乱象虽未有明文规制，但实际

上就是一种打“擦边球”的行为，

同样需要加强监管。为更好规范

月饼销售市场乱象，有关部门

应形成常态化监管态势，让商

家和消费者改进崇奢意识，自觉

抵制月饼过度包装、违规搭售等问题。

线上售卖高价月饼

搭售情况依然存在

  在中秋节之前，有关部门针对月饼销售

市场来了一套“组合拳”。

  今年6月，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四部门联合

发布《关于遏制“天价”月饼、促进行业健康发

展的公告》（以下简称《公告》），提出对单价超

过500元的盒装月饼实行重点监管。同时明确

要求，经营者销售盒装月饼不得以任何形式

搭售或者混合销售其他商品。

  《公告》内容显示，由于馅料、包装材料等

不同，盒装月饼生产成本虽存在一定差异，但

总体上不会很高，平均生产成本在70元/盒左

右。近年来，有些企业在盒装月饼中搭售或者

混合销售鱼翅、燕窝、人参、冬虫夏草、茶叶、

白酒、洋酒、珠宝、丝巾等高价商品甚至奢侈

品，其价值远远高于月饼，却仍以“月饼”之名

销售，成为“天价”月饼的主要来源。这一现象

不仅背离了传统文化本源，也使得月饼容易

异化成为腐败的载体，对社会风气造成负面

影响。

  8月15日，《限制商品过度包装要求 食品

和化妆品》（GB 23350—2021）国家标准第1号

修改单正式实施。该标准重点强调的包括减

少包装层数，将月饼和粽子的包装层数从最

多不超过4层减少为最多不超过3层；压缩包

装空隙；降低包装成本，销售价格在100元以

上的月饼和粽子，将包装成本占销售价格的

比例从20%调减为15%等。

  北京市律师协会消费者权益专委会副主

任、北京天驰君泰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饶

伟告诉记者，相关部委对超过500元的“天价”

月饼，并非一律禁止，而是实行重点监管，包

括要求经营者将交易信息妥善保存2年，以备

有关部门依法查核，以及如有需要，将对经营

者开展成本调查。

  层层规定之下，记者近日线下走访调查

发现，在售的月饼礼盒价格比较平稳，多在

100元至300元区间。然而，在各大网购平台上，

以“月饼礼盒”“中秋礼盒”作价格降序进行检

索后，记者发现超过500元价格门槛的月饼礼

盒商品仍不在少数。

  不仅如此，因为各大品牌公关在中秋节

时陆续推出品牌中秋礼盒，一些奢侈品牌的

中秋公关礼盒也成为“天价”月饼市场的

一员。

  在某二手交易平台，一卖家晒出某品牌

的月饼礼盒，称是VVIP限量月饼，年消费达

到百万级别的顶端客户才能拿到。在其晒出

的商品照片中，有两个印着商品花纹的礼盒，

一个宫装团扇、一个木桶和抽屉盒子，抽屉中

有3块月饼。该款商品的标价为1999元，卖家表

示“吃的不是月饼是身份”“光这俩盒子就不

止这个价格”。

  月饼搭售情况亦有存在。某品牌在中秋

之前推出了哈利·波特联名魔法世界中秋月

饼礼盒。在该系列中，购买一款礼盒不仅能够

得到包装成哈利·波特魔法世界元素的月饼，

还有电影中的魔杖笔、妖怪书等周边礼品，官

方售价为289元至589元。在其旗舰店的商品评

论下，不少消费者表示“就是为了哈利·波特

周边才买的”，且该系列产品目前已无现货，

需要等到中秋节之后才可以陆续发货。

  饶伟说，月饼在销售过程中，为了食用

的便利，搭配相应的物品，比如可重复使用

的餐具，刀、叉之类，属于正常的经营行为。

但是，搭售一些与月饼没有直接关系的物

品，像鱼翅、燕窝、人参、冬虫夏草、茶叶等物

品，如果在销售时没有明确告知消费者，则

涉嫌侵犯消费者的知情权，应受到消费者权

益保护法的规制；即使是明确告知盒装内

容，也因与保护野生动物、弘扬节俭的中华

传统美德等法律法规及公序良俗相违背，不

应得到提倡。

  据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学研究

会副秘书长陈音江介绍，近年来，月饼市场相

对以往确实规范了不少，尤其是过度包装和

豪华天价问题，明显得到了一定改善。但现实

中仍有部分月饼商家通过改头换面、模糊价

格、变相搭售等打“擦边球”方式扰乱市场秩

序，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

超过500元改名换姓

商家大玩文字游戏

  500元以上的月饼少了，然而记者近日调

查检索发现，各大网购平台上出现了一大批

标价498元、499元甚至499.99元的月饼，有标价

499元的月饼运费显示为199元。

  华东政法大学经济法学院教授任超在接

受采访时说，一方面，“天价”月饼的500元门

槛是一种绝对化的数值标准，以此为标准可

以减轻市场监管部门的执法不确定性，提高

执法效率，同时也对月饼生产厂商提供了确

定标准、适当调整月饼生产销售模式。商家仅

仅让月饼价格略低于500元具有应付监管、躲

避监管的嫌疑。这种打“擦边球”的定价方式，

如果可以轻易逃避监管处罚，则会引来众多

生产经营者的效仿。

  任超认为，“天价”月饼的500元门槛，不

应当是调查和处罚“天价”月饼的唯一触发条

件。若月饼标价为499元或498元而被月饼销售

厂商刻意规避掉监管，这一事实反映出绝对

的数字标准过于刻板，无法有效贴合实际，也

容易被规避。因此，该标准仍待进一步完善以

提高实际效用。

  值得注意的是，除在价格上、销售模式上

打“擦边球”之外，部分商家为了蹭上中秋节

的东风，还在产品名称上玩起了“文字游戏”。

  临近中秋，某巧克力品牌推出了中秋限

定礼盒，该礼盒的外包装盒内商品，均与月饼

礼盒及月饼相似度极高。在其官方网站上，中

秋限定礼盒界面中共有6款巧克力礼盒，售价

在279元至469元之间。然而在另一个中秋礼券

兑换专栏里，除了上述6款礼盒外，还有标注

为“限量版奢金”的2款产品，分别为16颗装和

36颗装礼盒，售价分别为969元和1699元。在这

两款商品的介绍界面，文案内容是巧克力

糕点。

  在某品牌近日推出卢浮宫博物馆联名款

中秋套装礼盒，并在产品外包装上标注为“月

饼冰淇淋”系列。从其官方资料来看，该系列

礼盒共有7款，其中4款礼盒超过500元，最贵的

礼盒标价为999元。

  在该品牌商场专柜，记者以其中一款标

价758元的璀璨月圆系列礼盒向店员进行询

问。店员在介绍时，多次用“冰淇淋月饼”进行

讲解，并明确说明是“冰淇淋馅的月饼”。

  而在某网购平台上的该品牌旗舰店中，

记者搜索卢浮宫系列中秋套装礼盒发现，几

款价格低于500元的商品名称中有明确提及

“冰淇淋月饼”，而价格超过500元的几款商品

中均未在名称中显示“月饼”字样。

  陈音江认为，用糕点、蛋糕、冰淇淋等形

式“代替”月饼，也是典型的打“擦边球”行为，

此类产品往往在原材料、外观等方面跟月饼

相似，它们的原料、生产工艺、使用属性都跟

月饼非常相似，至少属于同类产品，所以即便

不叫月饼，同样可以按照相关规定进行监管。

  事实上，尽管官方已多次发文禁止“天

价”月饼的销售，仍有不少消费者对高档礼盒

装月饼趋之若鹜。

  河北省廊坊市民王女士今年已经通过线

上购买的方式，购买了近10盒某五星级酒店

的月饼礼盒，每盒近500元。据她介绍，这款月

饼礼盒中共有8块月饼，买来在过节时送给亲

朋好友。她本来打算在线下酒店购买，却被店

员告知这一款月饼已经售罄，而线上价格要

比线下贵100余元。“过去几年我们家一直买

这款月饼，味道不错，礼盒包装也大气喜庆。”

在王女士看来，她心甘情愿花高价买月饼，就

是冲着包装去的，因为“送人有面子”。

  按照王女士提供的关键词，记者在某网

购平台进行商品检索后发现，该品牌有专门

的旗舰店，王女士同款商品售价498元，月销

量已超3万件，在数千条商品评价中，不少消

费者表示“包装精美”“适合送礼”。

  在任超看来，“天价”月饼虽然屡遭非议，

但仍然屡禁不止。很大一个原因在于月饼在

市场化的同时，被人为添加“送礼”的要素在

内。月饼偏离文化传统的含义，“天价”月饼正

是迎合了某些消费者的送礼需求，使得价格

被虚假地炒高。换言之，500元门槛并非可以

一劳永逸地解决“天价”月饼的问题，而是应

当向社会宣传月饼的正向价值，传递团圆等

文化符号，消除“送礼”“炫耀”等消极信号，从

而以需求角度抑制“天价”月饼现象。

治理行动正在路上

惩罚力度有待加强

  《限制商品过度包装要求 食品和化妆

品》《关于遏制“天价”月饼、促进行业健康发

展的公告》《市场监管总局关于整治商品过度

包装、“天价”月饼及蟹卡蟹券等问题的通

知》，多个相关文件出台后，有关部门针对“天

价”月饼、月饼搭售等相关问题展开了治理。

  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信息显示，截至

8月31日，全国市场监管部门出动执法人员近

20万人次，检查经营户17万余户，围绕价格问

题检查酒店、商超等市场主体3.3万余户，同时

依法纠正了一批生产经营过度包装商品的

行为。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公布了一批商品过度

包装、“天价”月饼集中整治典型案例。其中，

四川仁寿江陵食品有限公司租用仁寿县希望

百货有限公司场地销售规格名称为“初月”的

盒装月饼。标称生产商为“成都市新都区冠生

园食品有限责任公司”，净含量815g，销售价

是60元/盒，共30盒，货值金额1800元。经现场

抽样并委托眉山市计量所检测，该规格月饼

包装空隙率达79%，不符合《限制商品过度包

装要求 食品和化妆品》国家标准关于月饼包

装空隙率的规定要求。四川省眉山市仁寿县

市场监管局依据《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

规定，责令其立即改正。

  从公示案例来看，各地有关监管部门对

于存在商品过度包装、“天价”月饼情况的商

家，采取的处理方式主要为纠正、责令改正、

商品下架等方式，并未进行罚款等惩罚措施。

在有关专家看来，目前对于“天价”月饼等月

饼销售乱象，仍存在监管弱、惩罚力度不足等

问题。

  在任超看来，月饼应在回归传统文化本

真的同时，兼顾市场需求。对此，中秋月饼销

售市场管理不应过严，但也不能过松。市场监

管部门应当向各月饼生产、销售渠道进行政

策宣传，从源头告知、指引各商家关于月饼的

合理适当生成、销售，避免“天价”月饼。同时，

要求商家对月饼进行明码标价，避免出现“月

饼刺客”。

  他还提到，市场监管部门应当加强市场

巡查。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人员应当定时监测

网络平台销售的月饼价格，对于线下月饼销

售商家进行随机价格抽测。对于涉嫌搭售的

月饼礼盒等应进行查处，若发现不符合监管

要求的天价月饼要督促商家及时下架。在涉

嫌规避监管的499元类月饼方面，市场监督管

理人员应当考虑关于运费、包装等其他方面

的因素，综合判断499元类型月饼是否违反

监管。

  陈音江认为，监管部门要持之以恒地加

强监管，不能只是抓住中秋节的节点进行严

管，而是要形成平时的常态化监管。禁绝

“天价”月饼现象的关键是让月饼经营者充

分认识到让月饼回归普通食品属性的重要

性，树立合法合规经营理念，切实转变经营

思路，把更多心思放在做好产品转型和包装

减负上，用高质量的产品和高质量的服务赢

得市场发展。此外，消费者也要加强理性消

费和环保意识，自觉抵制月饼过度包装、违

规搭售等问题，如果发现商家存在违反有关

法律法规问题，不仅要拒绝购买，而且可以

向有关部门投诉举报，不让商家抱有侥幸

心理。

漫画/高岳  

月饼销售市场仍存
隐性“天价”现象

一线调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