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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会商机制实现行政争议化解合力
□ 王薇 焦梅

　　推动行政争议实质化解和源头治理，是法院

司法改革任务之一。在裁判文书网对“行政撤诉

案”和“行政调解案”进行检索甄别后，笔者共获

取484619份行政裁定书和4245份行政调解书。通

过对行政争议诉中化解情况进行梳理分析，发

现行政争议诉中化解存在以下特点：

　　一是化解率“偏低化”。经统计，研究样

本的行政争议诉中化解率为15.3%。从化解

方式看，因当事人成功和解或自身原因，原

告撤诉，案件以“行政裁定书”方式结案的

比例为15.17%；因当事人成功调解，案件以

“行政调解书”方式结案的比例为0.13%。

从案件类型看，行政诉讼案件化解率略高

于行政赔偿案件化解率。从化解分布看，

一审、二审和再审阶段的诉中化解率分别为

32.8%、9.1%和4.0%。

　　二是化解阶段“集中化”。一审阶段，行政争议

成功化解376126件，占全部化解案件数的76.9%；二

审阶段，行政争议成功化解61160件，占全部化解

案件数的12 .5%；再审阶段，行政争议成功化解

13965件，占全部化解案件数的2.9%。因一审阶段收

案数量最多，诉中化解数量也相对较多。二审和再

审阶段的诉中化解数量依次递减，从样本的化解

数量和化解率综合分析，一审阶段是行政争议化

解的“黄金时段”。

　　三是化解案由“多样化”。因行政管理领域

众多，行政争议类型繁多，诉中化解案由也呈现

多样化特征。征收补偿、行政赔偿、行政处罚和

不履行法定职责是样本中化解数量较多的四大

案由。和解撤诉化解的主要案由为：征收补偿、

行政赔偿、行政强制、行政处罚、行政许可、行政

登记、不履行法定职责等。行政调解化解的主要

案由为：行政赔偿、行政补偿、行政协议等。上述

案由是总括案由，每类案由又可细分为不同类

型的小案由。

　　四是化解理由“差异化”。引发行政争议的症

结点主要表现为对相关行政管理活动的事实认

定、结果合理性以及政策理解等方面存在认识分

歧。诉中化解就是在诉讼过程中解决认识分歧的

过程，经沟通协调，原告与被告或原告与案外人达

成和解，原告的诉讼目的达到，便会考虑撤回起

诉。被告因害怕案件败诉影响政绩考核，有损行政

机关形象，或担心由此引发大规模群体性诉讼，造

成信访维稳压力等，便会考虑通过赔偿、补偿，履

行法定职责，撤销或变更具体行政行为的方式与

原告和解。

　　对此，法院在办理相关案件时应多关注当事

人内在需求和化解需要，让争议化解赢得支持和

认可。要时刻关注当事人的不同需求，使其感到

被信任、被尊重，有安全感、有获得感，不断增强

当事人的化解获得感，减少抵触和抗拒心理；建

立行政争议诉中化解奖励机制，为化解奖励提

供可操作性指引。结合本地经济发展情况，借

鉴人民调解员的补助办法，设立行政争议诉中

化解专项奖励资金，对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

的人员进行奖励；建立行政争议诉中化解会

商机制，形成化解合力。建立法院、司法局和

各行政机关共同参与的行政争议诉中化解

会商机制。确定各行政机关诉中化解对接联

络员名单，充分调动行政机关参与诉中化

解的积极性。

（作者单位：北京市延庆区人民法院）

充分调研回应突出诉求

　　2009年1月1日，《条例》正式实施。“《条例》颁布实

施以来，对保护福建省企业和企业经营管理者合法权

益，改善企业经营环境，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发挥

了重要作用。”福建省工信厅党组成员、副厅长许永西

介绍说。

　　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条例》的一些规定与现

行法律法规、国家政策及优化营商环境的要求存在一

定程度的不协调，出现了一些企业和企业经营管理者

在权益保护方面反映强烈并亟待解决的问题。

　　“个别国家机关在办理涉企案件时没有区分违法

所得和合法财产，存在‘一刀切’查封的现象。个别地

区存在影响企业经营自主权，干扰企业正常生产经营

的现象。”许永西表示。同时，虚假信息、误导性信息以

及恶意诉讼等问题也给企业发展带来了困扰。

　　为了回应新时代广大企业和企业经营管理者

关于保护合法权益的期盼，实现与现行有关法律法

规的有机衔接，福建省人民政府及时将《条例》修改

列入省政府2022年立法计划，正式启动《条例》修改

工作，省工信厅会同省司法厅、省企业与企业家联

合会等各有关单位深入企业实地开展立法调研，反

复修改完善。

　　作为企业与企业家的代表组织，福建省企业与企

业家联合会在本次《条例》修改中全过程配合了立法

修改。

　　“我们通过召开企业家座谈会、书面征求意见等

方式，深入各地各类企业进行调研，充分听取企业与

企业家的意见和建议，积极回应了他们关切的突出诉

求。”福建省企业与企业家联合会会长刘捷明介绍说。

　　此次《条例》修改也对企业与企业家联合会等社

会组织的职能定位作了规定，明确要充分发挥社会组

织的桥梁和纽带作用，工商业联合会、企业与企业家

联合会以及行业协会、商会等可以采取多种方式维护

企业和企业经营管理者的合法权益。

构建亲清型政商关系

　　“敢为天下先，爱拼才会赢”是福建企业家的精神

特质。本次《条例》修改将传承弘扬福建企业家精神、

创新发展“晋江经验”以及保护企业和企业经营管理

者合法权益等方面的最新实践成果写入《条例》，鼓励

和支持各类所有制企业创新创造和发展壮大，立足实

业，兴省强省。

　　“《条例》倡导社会各界营造鼓励创新的氛围，宽

容企业和企业经营管理者在创新改革中出现的失误，

也彰显了福建省一直以来尊重企业家、重视企业家的

鲜明态度。”许永西表示。

　　营造各类所有制企业公平竞争、竞相发展的环境

是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必然选择。为

此，《条例》设置条款，促进对各类所有制企业一视同

仁、平等对待。

　　《条例》规定，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应当保障各

类所有制企业平等参与市场竞争，在制定规划、政策

以及实施行政管理行为时，不得因所有制形式不同设

置或者变相设置不平等的准入条件或者实施标准。

　　《条例》明确，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与民

营企业在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以及其他领域开展合作

的，应当在具体合作项目实施方案中，明确项目基本

情况、企业回报机制、风险分担机制等事项，不得对民

营企业设置或者变相设置不平等的条件。

　　此外，银行业金融机构对本机构工作人员为各类

所有制企业办理贷款的尽职免责条件应当保持一致，

在授信中不得因所有制形式不同设置或者变相设置

不合理条件和歧视性要求。

　　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是激发企业活力，优化

营商环境的关键所在。“此次《条例》修改要求全省持

续优化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政务环境，精准制

定实施企业支持政策，完善政策执行方式，及时回应

企业和企业经营管理者的权益诉求，帮助解决企业生

产经营困难。”黄洪旺说。

　　《条例》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政务诚

信建设，建立健全政务失信记录和惩戒制度，完善政

府诚信履约机制，强化对政府采购、招标投标、招商引

资、地方政府债务等的诚信管理。

　　《条例》进一步要求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应当

依法履职、守信履约，保护企业和企业经营管理者的

合法权益，营造“亲”而有度、“清”而有为的良好环境。

切实保护企业合法权益

　　黄洪旺表示，此次《条例》修改始终坚持问题导

向，积极回应广大企业和企业经营管理者的关切，优

服务、强保障、破难题，以法治力量为企业减负担、添

动力、提信心。

　　对于侵害企业和企业经营管理者合法权益较为

普遍、反映强烈的违法行为，《条例》作出禁止性规定，

明确行政机关、司法机关以及其他国家机关在承办涉

及企业和企业经营管理者权益的案件时，应当依法维

护企业正常生产经营秩序。

　　针对企业家反映的个别国家机关在办理涉企案

件时，没有区分违法所得和合法财产，存在“一刀切”

查封的问题，《条例》明确，相应国家机关在办案时应

依法区分个人财产和企业法人财产，区分违法所得和

合法财产，区分涉案人员个人财产和家庭成员财产。

　　《条例》规定，在处置自然灾害、公共卫生等事件

以及安全生产事故时，应当最大限度降低对企业正常

生产经营活动的不利影响。对企业财产采取查封、扣

押、冻结等强制措施，应当有法律、法规的规定作为依

据，不得超越权限、范围、数额、时限实施查封、扣押、

冻结，不得擅自使用或者处分扣押财物。

　　针对个别地区存在行政机关影响企业经营自主

权、干扰企业正常生产经营的问题，《条例》明确规定，

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对企业进行监督检查应当依

法进行，不得妨碍企业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对企业

的监督检查可以一并完成的，应当组织有关行政机关

实施合并或者联合检查。同时，不得要求企业购买有

价证券，无偿或者廉价提供劳务，向企业转嫁各种费

用，干预企业独立真实上报数据。

　　针对失信惩戒的问题，《条例》规定，企业和企业

经营管理者对失信惩戒措施提出异议的，国家机关和

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应当

在五个工作日内对异议进行核查并告知核查结果。对

于完成信用修复的企业和企业经营管理者，应当依法

依规及时调整或者解除惩戒措施并更新相关信息。

　　针对虚假信息、误导性信息以及恶意诉讼困扰企

业的问题，《条例》规定，新闻媒体对企业和企业经营

管理者进行报道，应当真实、准确、全面、客观，遵守法

律、法规，恪守职业道德。因虚假、失实报道或者发布、

传播虚假信息、误导性信息致使企业或者企业经营管

理者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应当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条例》还明确，司法机关应当加大对虚假诉讼和

恶意诉讼的审查力度。对于恶意利用诉讼打击竞争企

业，破坏企业和企业经营管理者信誉的个人和组织，

应当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

漫画/高岳  

跟着法官一起探究强制执行全流程

□ 本报记者   梁成栋

□ 本报通讯员 王鹏

　　官司打赢了，可是迟迟拿不到钱，该怎么办？判决

书上已经写了自己有探望权，但在现实中却存在探望

困难，又该怎么办？实践中，遇到过此类问题的当事人

不在少数，此时很可能要用到强制执行程序来保障当

事人的合法权益。

　　那么，案件胜诉之后，要如何申请强制执行？从执

行申请到执行结束的全流程又是怎样的？本期【你问

我答】，由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的法官带我们一探

究竟。

　　问：可以申请强制执行的法律文书有哪些？

　　答：民事诉讼法规定，发生法律效力的民事判决、

裁定，当事人必须履行。一方拒绝履行的，对方当事人

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也可以由审判员移送执行

员执行。调解书和其他应当由人民法院执行的法律文

书，当事人必须履行。一方拒绝履行的，对方当事人可

以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

　　可以申请强制执行的法律文书有已经发生法律

效力的民事判决书、裁定书、调解书，刑事判决书、裁

定书中的财产部分，仲裁裁决书、调解书，劳动争议仲

裁裁决书和调解书，经过公证的具有给付内容并载明

债务人愿意接受强制执行承诺的债权文书，经过司法

确认的调解协议，行政判决书、裁定书、调解书等。

　　问：民事案件强制执行的流程是什么？

　　答：首先是执行立案。当事人提交申请执行书、生

效法律文书副本、身份证明等，向法院申请立案。执行

人员接到申请执行书后，向被执行人发出执行通知，

并可以立即采取强制执行措施。

　　在其后的财产调查过程中，申请执行人应当提供

被执行人的财产线索；被执行人应当如实报告财产；

人民法院应当通过网络执行查控系统或其他方式进

行调查，或根据情形适用搜查措施或发布悬赏公告查

找可供执行的财产。

　　接下来，法院可以查封、扣押、冻结被执行人应当

履行义务部分的财产。对于被查封、扣押、冻结的财

产，法院可通过拍卖、变卖等措施进行变价。扣划的存

款或变价所得钱款，在到账后法院会通知申请执行人

领取，执行款发放一般采取转账方式。

　　如果全部履行完毕可以执行完毕结案，如果穷尽

财产调查措施未发现有可供执行财产，可以终结本次

执行程序。

　　问：如果被执行人不履行，可以采取哪些措施？

　　答：根据民事诉讼法，被执行人未按执行通知履

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应当报告当前以及收到执行

通知之日前一年的财产情况。被执行人拒绝报告或者

虚假报告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情节轻重对被执行人

或者其法定代理人、有关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或者直接

责任人员予以罚款、拘留。

　　被执行人未按执行通知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

务，人民法院有权向有关单位查询被执行人的存款、

债券、股票、基金份额等财产情况，并根据不同情形扣

押、冻结、划拨、变价被执行人的财产。此外，也可以扣

留、提取被执行人应当履行义务部分的收入。

　　财产被查封、扣押后，执行人员应当责令被执行人

在指定期间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被执行人逾期

不履行的，人民法院应当拍卖被查封、扣押的财产；不

适于拍卖或者当事人双方同意不进行拍卖的，人民法

院可以委托有关单位变卖或者自行变卖。国家禁止自

由买卖的物品，交有关单位按照国家规定的价格收购。

　　值得注意的是，被执行人不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

义务的，人民法院还可以对其采取或者通知有关单位

协助采取限制出境，在征信系统记录、通过媒体公布

不履行义务信息以及法律规定的其他措施。

　　问：当事人、利害关系人、案外人如何提出异议？

　　答：根据民事诉讼法规定，当事人、利害关系人认

为执行行为违反法律规定的，可以向负责执行的人民

法院提出书面异议。当事人、利害关系人提出书面异

议的，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书面异议之日起十五日内

审查，理由成立的，裁定撤销或者改正；理由不成立

的，裁定驳回。当事人、利害关系人对裁定不服的，可

以自裁定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

复议。

　　案外人对执行标的提出书面异议的，人民法院应

当自收到书面异议之日起十五日内审查，理由成立

的，裁定中止对该标的的执行；理由不成立的，裁定驳

回。案外人、当事人对裁定不服，认为原判决、裁定错

误的，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办理；与原判决、裁定无关

的，可以自裁定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

诉讼。

　　问：探望权是否可以申请强制执行？

　　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法典婚姻家庭

编的解释（一）规定，对于拒不协助另一方行使探望权

的有关个人或者组织，可以由人民法院依法采取拘

留、罚款等强制措施，但是不能对子女的人身、探望行

为进行强制执行。

　　因此对于拒不履行探望权判决的行为，可以由执

行机关首先对其进行说服教育，敦促其自动履行，经

说服教育被执行人仍拒不履行的，可以责令其支付迟

延履行金并以“拒不履行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

的判决、裁定”为由，对被执行人采取罚款、拘留等强

制措施，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福建省企业和企业经营管理者权益保护条例》修改施行

擦亮“亲”“清”底色以法治加固“护企之盾”
□ 本报记者 王莹

　　

　　福建省内民营经济体量大、范围广。为

了给企业和企业经营管理者的合法权益提

供更加精准有力的法治保障，2023年11月

23日，福建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第七次会议表决通过关于修改《福

建省企业和企业经营管理者权益保护条

例》（以下简称《条例》）的决定，自公布之日

起施行。

　　“此次《条例》修改进一步优化营商环

境，着力打破各种‘玻璃门’‘旋转门’‘弹簧

门’，让各类所有制企业都能‘实实在在、心

无旁骛做实业’，推动全省企业高质量发

展。”福建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黄洪

旺表示。

你问我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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