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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 说

制度提高了不守信者的成本，
激发了人们的自觉守信行为。但是
其“一处失信、处处受制”的硬杠
杠，在司法实践中难免带来一些困
惑。

2016 年初，作为宁波市重点
工程“姚江一号”的负责单位，宁

深汇公司内部股东产生矛盾纠纷，
公司逐步陷入债务深渊，“姚江一
号”项目也因资金不足而停工，进
而导致施工方浙江省二建建设集团
有限公司将其诉至江北法院。经江
北法院审理，判决宁深汇公司支付
二建公司工程款及逾期利息超过

信用修复激励的探索

58215名，不到 5年时间，就
有这么多的失信者被列入“黑名
单”，这多少有点出乎我的意料。
宁波以商立城，以商闻名，出现
这样的事实在是不应该的。

这 些 年 ， 有 关 商 家 诚 信 缺
失、个人公德失范的事件频频被
曝出，他们为了眼前的蝇头小利
而毁掉了自己一生苦心经营的企
业，让自己在行业内信誉扫地。
有的甚至一边拖欠着几千元、几
万元不还，一边几十万元、上百
万元的高消费，严重扰乱了正常
的社会秩序和市场经济的有序运
行。为了惩戒这些“老赖”，司法
部门联合其他相关部门建立了失
信“黑名单”制度，采取限制

“老赖”高消费行为、限制出境、
不得注册成为公司法人等举措。
同时，借助媒体的力量曝光，进
行社会舆论谴责。“老赖”之所以
会出现，并且能得以长期存在，

是因为其身份存在着某种“匿名
性”，使得“不赖白不赖”的失范
行为得以遁形和隐身。“黑名单”
制度恰好将“老赖”们行为“广
而告之”，其杀伤力不言而喻。

“黑名单”制度无疑对“老
赖”们产生了直接的威慑力。但
在利益的诱惑下，还是会有一些
人抱着侥幸心理不愿主动履约，
这就需要我们一方面对“黑名
单”上的“老赖”加大限制力
度，要向大数据寻求更多威慑
力；另一方面要不断探索和完善

“黑名单”制度，依法对信用活动
行为进行监管和失信惩戒。可喜
的是，江北法院等基层法院正在
对此进行探索和实践。

“人无信不立”，诚信乃做人
处事根本，一旦发生了信誉危
机，要想重新赢得公众的信任实
非易事。

（李国民）

人无信不立

根据江北法院 《失信被执行
人信用修复激励评分制度》 规
定，被执行人只要从未以伪造证
据、暴力、威胁等方法妨碍、抗
拒执行；从未以虚假诉讼、虚假
仲裁或以隐匿、转移财产等方法
规避执行；所涉执行案件案由不
涉及危害公共利益和公共安全，
不涉及对辖区经济社会发展造成
重大负面影响；被执行人愿意如
实向法院报告其居住、就业处所
及其教育背景，职业预期收入或
创业创新进度及前景等有助于判
断其履行能力信息的，都可以向
法院申请进行审查评分。审查评
分指标由被执行人是否遵守申报
财产的规定、是否遵守限制消费
令等指标组成，累计评分达到 80
分的，可组成合议庭合议是否将
被执行人从失信名单中屏蔽。

江北法院信用修复激励评分
办法有八大指标，具体包括：依
法传唤迅速到庭，即被执行人是

否一经传唤后就会于规定时间内
到庭配合执行；遵守财产滚动申
报制度，即被执行人是否严格遵
守相关要求如实向法院动态申报
财产情况；遵守限制消费令，即
被执行人是否严格遵守要求不进
行被限制的高消费行为；达成和
解协议并履行，即被执行人是否
与申请执行人达成和解协议并严
格履行；有合理的还款计划并按
计划履行，即被执行人是否有合
理的还款计划并按还款计划履
行；配合法院处置现有财产，即
被执行人是否配合法院执行其现
有财产；按法院要求提供担保，
即被执行人是否尽其所能提供合
乎法院要求的担保且担保数额达
到执行案件标的 25％以上的；被
执行人所在社区或相关单位建
议，即被执行人所在社区是否出
具支持被执行人申请暂停信用惩
戒的建议。

（董小芳 整理）

江北信用修复激励评分办法
前不久，江北法院推出“失信被执行人信用修复激励评分制度”，从制

度上创新探索鼓励失信被执行人主动进行信用修复，在甬上引起热议——

“黑名单”：
惩治“老赖”的
本报记者 董小芳

众所周知，为促使被执行人
自 觉 履 行 生 效 法 律 文 书 ， 助 力
破 解 执 行 难 题 ， 2014 年 我 市 发
布 《关 于 将 被 执 行 人 纳 入 失 信
被执行人名单的实施办法》，正
式 开 始 推 行 失 信 被 执 行 人 名 单
制 度 ， 即 俗 称 的 “ 黑 名 单 ” 制
度。

上了“黑名单”之后，主要有

三种情形：有人迫于压力，即刻还
了钱，这也是设置“黑名单”的初
衷所在；有人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
行，等来的不仅是高消费行为受
限，还可能是“牢狱之灾”；但也
有一部分人，态度积极、履行意愿
强烈，但确实暂无能力履行到位。
江北法院的探索举措，正是基于第
三种情形。

6月26日下午，余姚法院执行
局陈法官接到了申请执行人诸某的
电话，告知消失已久的被执行人孙
某主动与自己联系，并在当天中午
将全部执行款 3.3 万元汇入诸某的
银行账户。

诸某与孙某素有彩钢买卖业务
关系，2013 年因孙某在收货之后
一直拖欠总计 3.3 万元的货款未
付，诸某向余姚法院提起诉讼。法
院判决孙某支付诸某货款 3.3 万
元。今年年初，诸某向法院申请强
制执行，法官多方查找未果，于 5
月 21 日将孙某列入失信被执行人
名单。

不久前，远在新疆的孙某接到
家人电话，称其父亲病重。听到这
个消息，孙某赶紧订购机票准备回
宁波，不料被告知无法购买。原
来，因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孙某被限制购买机票等高消费行
为。

孙某这才意识到逃避并不是办
法，及时履行法律义务才能获得自
由。于是，孙某立即与诸某取得了
联系，当天就将 3.3 万元欠款汇入
诸某账户。案件得到了圆满解决，
法官也及时将孙某从失信被执行人
名单上撤下。

因被纳入“黑名单”行为受限
而主动履行义务的案例，在甬上法
院举不胜举。

欠债不还、以各种方法抵抗法
院执行的现象由来已久，究其原
因，除了当事人法制意识淡薄，还
与长期来有效执行手段缺乏、失信
成本较低有关。2014 年，我市正
式开始实施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制

度，所有被录入“黑名单”的，除
接受公众查询外，还向政府部门、
金融机构和金融监管机构、行业协
会等通报，失信“老赖”因此在涉
及政府采购、招标投标、行政审
批、政府扶持、融资信贷、市场准
入、资质认定等方面受到严格限
制。

2016 年底，信用宁波信息平
台上线，我市失信被执行人名单数
据全部同步导入该信息平台。随
后，联合惩戒措施清单出台，对联
合惩戒对象、措施类别、具体措
施、实施环节、实施层级等方面进
行明确和规范，列出了覆盖全市
40个单位134项的惩戒措施清单。

除了将失信者纳入“黑名单”
外，我市两级法院还通过网络、微
博、报纸、电视、广场 LED 屏等
方式，全方位、立体式对抗拒执行
的“老赖”予以曝光。

据市中级人民法院统计，自
2014 年我市开始实施“黑名单”
制度以来，截至目前，全市法院一
共将 58215名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
生效法律文书的被执行人纳入失信
名单，其中包括自然人 51022 人，
法人7193人。

强大的司法威慑力之下，“老
赖”无处遁形，不少长期逃债在外
的“老赖”不得不选择主动还债，
助推了执行难题的破解。据统计，
2017 年，宁波两级法院新收执行
案件 81921 件，同比上升 28.01%；
结案 74826 件，同比上升 23%；执
行标的到位率 59.62%，同比上升
18.70%；实际执行率70.26%，同比
上升21.87%。

“黑名单”初显威力

江北法院信用修复激励制度
的探索，到底成效如何？

前不久，焦急的叶某来到法
院，表示广东有一单业务需要其
亲自处理，且时间紧急，需要乘
飞机前往。但其因失信被限制高
消费，不能乘飞机，一时间陷入
困境。于是叶某向法院提出了信
用修复的申请。法院立即组成合
议庭，综合考虑其履行能力和配
合执行的行为，依照 《失信被执
行人信用修复激励审查评分办
法》，他的综合评分达到 96 分，
符合信用修复的条件。于是，江
北法院暂停对叶某实施信用惩
戒，将其从失信名单上屏蔽。最
终叶某及时赶到广东，成功拿下
订单，并在返回宁波的一个星期
内将获得的首付款 30万元支付给
本案的申请人殷某，余款 40多万
元也按照还款计划全部履行完
毕，本案最终圆满得到执行。

据统计，试运行以来，江北
法院有 16名失信被执行人通过该
制度从“黑名单”中屏蔽，6 件
执行标的额上百万元的案件纠纷
得到顺利执结。

“‘信用修复激励制度’的
出台，毋庸置疑是一个有益的尝
试。根据被执行人配合的程度，
既可以作为一种惩治手段，也可
以作为一种执行手段，是很好的

探索。”市中级法院相关负责人
说，此项制度坚持了司法处置和
企业帮扶相统一，对于有发展前
景的企业，尽最大努力维持其

“造血能力”，鼓励其积极提高履
行能力，既给涉诉企业重新焕发
生机的机会，也有力助推了执行
难题的破解。

宁波大学法学院冯一文博士
认为：“司法的公信力，不仅可以
通过刚性的手段得以实现，也可
以通过柔性的举措来加以推动。
信用修复激励制度就是‘黑名
单’刚性制度下的柔性补充举
措，它好比是‘放水养鱼’，对申
请执行人和被执行人来说，很大
程度上是一种共赢。”

当然，业内人士也有不同的
看法：如果被执行人修复信用后
还是没法按照计划履行义务，再
重新录入“黑名单”，反反复复，
会不会影响司法公信力？

更多的业内人士则希望这项
制度能坚持下来，不断完善，真
正探索出一个具有可操作性和可
复制性的模板，切实实现法律效
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制度仍需不断完善

2000 万元。2016 年 6 月，二建公
司向江北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在执行过程中，法院查封了
被执行人宁深汇公司名下涉案工
程的土地，并将其列入失信被执
行人名单。宁深汇公司虽然当时
没有履行能力，但积极配合法院
工作，履行意愿强烈。只是因被
列入“黑名单”，既无法融资，也
无法复工，其履行能力明显被削
弱。

甬上司法实践中，这样态度
积极、履行意愿强烈，但确实暂
无能力履行到位的现象，并非个
例。

“在五花八门的执行案件中，
我们发现存在这样的个案。对被
执行人采取公布失信名单后，被
执行人当时没有履行能力，但积
极配合法院工作，也愿意履行义
务，却碍于被列入失信名单，使
其社会活动能力受限，社会评价
降低，在工作、贷款、投资等方
面难以施展手脚。”江北法院相关
负责人介绍，此种现象实际上是
削弱了其履行的能力，也打击了
被执行人配合法院执行的积极性

和意愿，在这样的个案中，信用
惩戒的社会效果并不理想。

为缓解这种冲突，江北法院
探索实施 《失信被执行人信用修
复激励评分制度》，即在被执行人
的申请下，由法院对被执行人的
履行能力和各项配合执行的行为
进行审查评分，综合评分达到一
定分数的，可经法院同意，暂停
对其实施信用惩戒，将其从失信
名单上屏蔽。

规定还明确，对已经获得信
用修复激励的被执行人实行滚动
考核，每 3 个月进行一次，若发
现其不符合条件或记分不达标，
将立即取消信用修复激励，重新
录入“黑名单”。

“我们的目的，就是在追求法
律效果的基础上，能够兼顾社会
效果，弥补社会信用修复制度的
缺失。希望通过信用修复和激
励，给履行确有困难又履行意愿
强烈的被执行人一次正面评价的
机会，鼓励其积极提高自己的履
行能力，配合法院执行并尽快履
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江北法
院相关负责人说。

江北法院执行局局长在给被执行人做调解工作。 （凌宇磊 摄）

新闻１+１

图 示

徐胜男 制图

利剑利剑利剑利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