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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邢东伟 翟小功

  因触犯寻衅滋事罪、强迫交易罪、职务侵占罪，柯

某明被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数罪并罚判

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6万元，追缴与同案犯违法

所得7.9万元，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终审维持原判。

  在柯某明的儿子主动代为履行罚金6万元和代缴

违法所得3.7万元后，刑罚执行机关将柯某明的履行情况

嵌入罪犯“确有悔改表现”考核标准报请减刑。海口中

院及时将涉案款项上缴国库，并依法裁定减刑3个月。

  在海南，像罪犯柯某明这样积极主动履行刑事财

产刑的案例还有很多。这主要得益于海南法院深入推

进的刑事裁判涉财产性判项集中集约执行改革。近年

来，海南省高院贯彻落实中央关于深化司法体制改革

的部署，以制度创新为引领，在海口中院部署实施这

项改革试点，将财产性判项履行情况跟减刑假释衔

接，有效破解司法实践中不少罪犯“坐牢不赔钱”的难

题，创新打造了刑事财产刑执行“海南经验”。

整合资源提级管辖

推进集中集约改革

  “刑事裁判财产性判项执行是我国刑事执行体系

重要组成部分，如何加大财产刑执行力度，破解财产

刑‘空判’难题，成为摆在全省法院系统面前的重要课

题。”海南省高院党组副书记、副院长陈文平说，经调

研显示，减刑假释与刑事财产性判项执行分轨而行，

是导致财产刑“空判”现象大量出现的因素之一。

  为破解这一制约瓶颈，2018年4月，海南高院在海

口中院部署实施刑事裁判财产性判项集中集约执行

试点改革。海口中院在全国法院首创由专业化部门进

行集中集约执行，将刑事财产性判项执行案件交由审

判监督庭集中办理，并把刑事财产性判项履行情况跟

减刑假释衔接，将财产刑履行情况作为罪犯是否“确

有悔改表现”的重要标准之一。

  “在办理减刑假释案件时，承办法官向罪犯释明

上述标准，根据罪犯履行能力及悔改表现，充分利用

‘宽严相济’的政策，对有履行能力却不依法履行财产

义务的，从‘严’把握；对主动履行财产义务的，结合其

悔改表现决定是否从‘宽’裁决。”海口中院党组书记、

院长张柏桢说，由此督促罪犯在有履行能力的情况下

主动履行财产义务，形成良性循环。

  2019年6月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深化执行改

革健全解决执行难长效机制的意见——— 人民法院执

行工作纲要（2019－2023）》提出，完善刑事涉财产部分

执行案件立审执协调配合机制与减刑、假释工作衔接

机制，提升刑事涉财产部分执行力度与规范化水平。

  至2020年初，海口中院的这项改革已取得一定成

效，但案件质效的提升仅限于中院本院，综合市区两

级法院的执行质效来看，仍存在刑事执行案件执行到

位率低、终本率高的情况。

  此外，依照法律规定，减刑假释案件由中级人民

法院管辖，而刑事裁判财产性判项执行案件大部分却

在基层法院执行，减刑假释与财产性判项执行分轨而

行，相互促进甚微。

  为此，海口中院在改革经验基础上，优化结构、整

合资源，打造刑事执行改革的2.0版本。经海南高院批

复同意，自2020年5月1日起，海口中院提级集中管辖

全市刑事财产性判项执行案件。

  2020年8月27日，海口中院挂牌成立刑事执行局，组建

专业化办理团队，统筹办理刑事财产性判项执行案件和

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案件，推进刑事执行工作的标

准化、专业化、规范化。把刑事财产性判项执行与“打财断

血”“黑财清底”等工作相衔接，有效提高执行到位率。

  在黎某刑事裁判涉财产部分执行一案中，根据生

效刑事判决，黎某应履行财产性判项为罚金10万元、

退赔被害人155万余元。根据生效刑事裁判文书和海

口市美兰区人民法院移送执行函，海口中院于2020年

9月25日立案执行。涉案房产于2020年11月19日腾退，

2021年4月经司法拍卖后处置完毕。

  在张柏桢看来，提级管辖充分盘活了海口市区两

级法院的“执行资源”，变“执行不能”为“执行可能”，

用较少的司法力量实现更高的办案效率，既节省了司

法资源、为基层法院减负，又有力地维护国家、集体和

被害人的合法权益。

试行财产保全制度

建章立制统一标准

  在审理许某政等6名被告人非法采矿案和陈某东

等79人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案中，海口中

院对69名被告人采取了刑事诉讼财产保全措施，共冻

结75人101个账户总计4022万余元。

  2020年11月，海口中院出台《关于规范办理刑事

诉讼财产保全案件的实施意见（试行）》，在全省率先

试行刑事诉讼财产保全制度，将财产控制前置，为后

续执行到位奠定基础，有效提升执行到位率和执结

率，从源头上破解刑事财产性判项“执行难”。

  不仅如此，海口中院还建章立制、统一标准、规范

执行，建立健全刑事财产性判项执行长效机制：出台

《关于规范刑事裁判财产性判项执行案件移送立案的

实施意见》，在市区两级法院统一该类案件的执行标

准，明确两级法院刑事审判部门移送执行时需查明罪

犯羁押地、家属联系方式及住址等信息，并制作移送

执行表，一案一表，规范立案；出台《关于办理减刑、假

释、暂予监外执行案件的规范意见》，严格规范对报请减

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的罪犯的条件审查，颁布七项禁

令，严肃纪律作风，确保办案人员依法依规办理该类案

件，从源头治理违规违法现象。

  海口中院在财产性判项的执行程序中注意灵活变

通，比如考虑到财产性判项被执行人多为在监狱服刑的

罪犯，主动履行受限的客观情况，采用电话联系、实地走

访等方式，积极引导有条件的亲属代为缴纳；而对有主

动履行意愿，但一次性履行完毕存有困难的被执行人，

可依法参照民事执行程序中和解长期履行的相关规定，

准许其分期履行财产性判项，确保案件逐步执行到位。

  在办理云某犯受贿罪案中，法院依法判处云某有

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并处罚金20万元，没收扣押在

案的赃款60万元。刑事判决生效后，云某未在限定期

限内主动缴纳罚金。执行过程中，法院发现云某除了

一套登记在其名下的房产外，无其他可供执行财产，

遂查封了该房产。云某申请法院暂缓执行房产，对履

行期限给予宽限。执行法官综合考量全案，结合民事

强制执行法（草案）中提及的比例原则，给予云某一定

宽限分期履行。之后云某分三次主动履行完毕。

  为提升刑事涉财产部分执行案件的执行力度与规范

化水平，海南高院于2022年1月出台《关于强化刑事裁判涉

财产部分执行的工作指引（试行）》，并发布两个典型案例。

  “我们内外联动，协调对接，合力构建高效执行格

局。”张柏桢表示，海口中院与市检察院、市公安局联

合会签《关于刑事裁判财产性判项执行工作若干问题

的意见》，明确公检法三家的职责分工，促进部门间的

互相配合、互相制约。

  海口中院还与检察机关构建执行工作平台，安排

专人实现工作对接，按时分享执行工作数据，主动接

受检察监督，共同推动生效裁判的执行。发挥智慧法

院作用，联系监狱管理部门搭建执行工作专线，及时

了解罪犯的服刑表现，查询罪犯服刑期间经济情况，

严格减刑、假释的报请，形成一体化联动执行合力。

三升一降成效显著

财产刑不再“空判”

  “过去由于种种原因，相当一部分罪犯的财产刑

没有被执行，法院财产刑判决成了‘空判’。如今，财产

刑判决不再是‘法律白条’了。”海口中院党组成员、执

行局局长蔡红曼感叹道。

  执结率上升1.18个百分点、执行到位金额上升

1541%、被执行人主动履行案件数和履行金额分别上

升2261%和1258%、平均执行天数缩短66天……较之

2018年，海口中院2021年刑事财产性判项执行案件执

结率持续提升、执行到位金额逐年翻番、被执行人主

动履行案件数和履行金额大幅增长、平均执行天数大

为缩短，呈现“三升一降”良好势头。

  据统计，自海口法院创新实施刑事财产性判项集

中集约执行以来，共受理此类案件7087件，结案6281

件，结案率为88.63%，共执行到位金额7.64亿元，其中

被执行人主动履行2556件，主动履行金额3.31亿元。

  “作为被害人，我对法院的执行工作非常满意。法

院对我的事情非常上心，法院的有力执行保证了我的

合法权益。”这是海口中院执行局法官唐彩荣收到的

一份感谢信，信中饱含了被害人的感激之情。

  唐彩荣认为，罪犯积极履行刑事财产性判项，既

有力地挽回了被害人的损失，又修复因犯罪行为破坏

的社会关系，实现财产执行和罪犯改造两促进，有力

地化解了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让人民群众真真

切切地感受到法治温度。

  “海口中院通过提级集中管辖全市刑事涉财产执

行案件，成立刑事执行局，实现了财产性判项执行与

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集中统一办理，有效解决被

执行人履行积极性不高难题……”最高人民法院执行

局有关负责人评价说。

  “抓好刑事裁判财产性判项执行工作，对维护国

家安全稳定，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加快推进

海南自贸港建设等方面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该项改

革在推动法院内部机制分工，外部协同合作方面探索

出了一条可行的路子。”陈文平说。

  陈文平提出，海南法院要加快推动刑事财产刑案

件集约流转、数据共享、资源调度等配套机制建设，构

建减刑假释、财产性判项执行、黑财处置信息共享统

一平台，为实现“切实解决执行难”工作目标贡献“海

南经验”，为海南自贸港建设提供坚强的法治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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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罪犯抱有“坐牢不赔钱”想法怎么办？
海南法院深化执行改革让财产刑判决不再是“法律白条”

  在司法实践中，不少罪犯抱有“坐牢不赔钱”的想法，履行意愿低，加上一些罪犯履行能力较差，导致出现大量“空判”现象。刑事裁判财产性判项执行率低成为一个长期存在的司法难题。

  这一司法难题的存在，不仅有损刑事裁判的严肃性和人民法院的司法权威，也容易造成国家财产流失，导致被害人权益受损、生活陷入困境。

  为破解执行工作中这一突出问题，近年来，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以制度创新为引领，在海口部署实施刑事裁判财产性判项集中集约执行试点改革，将财产性判项履行情况跟减刑假释

衔接，实施刑事裁判财产性判项集中集约执行，创新打造了刑事财产刑执行的“海南经验”。

  为深入探究这项改革的经验做法，记者赴海南法院进行了调查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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