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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的目的是说明进入法院执行程序的质量如何影响执行的效果，以及法院在改善执行效果方面
存在的局限。
　　具体来讲，中国法院执行效果不好，原因在于转型社会中国家的作用“过了头”或者不到位，由
此导致进入执行程序的案件质量不好。
国家的作用“过了头”，本应该通过市场机制处理的问题，比如国有银行不良贷款处理问题，没有通
过市场来处理，由此导致司法程序，尤其是执行程序，成为解决这些问题的渠道。
国家的作用不到位，对某些司法制度投入不足，司法制度的这方面功能受到抑制，由此造成司法程序
在一定程度上出现错位，一种司法程序成为解决另一种看似不相关问题的途径。
比如，国家对破产制度的投入不足，由此造成破产问题不通过破产程序来解决，而执行程序成为解决
破产问题的渠道。
不管是哪一种情况，不管是国家作用“过了头”还是不到位，进入执行程序的案件质量都不好，由此
造成执行效果不好。
即便法院的努力能够提高执行效率，改善执行作风，法院的努力也很难回收那些本来就很难回收的债
权，很难改善本来就难以改善的执行效果。
　　从结构来看，本书一共十章，分为上下两编。
上编包括第一章至第五章，下编包括第六章到第十章。
上编侧重说明国家的作用过了头或者不到位如何影响案件进入执行程序，下编侧重说明执行效果为什
么不好，法院的努力为什么存在局限。
　　在本书的前半部分，我讨论的重点是案件如何进入执行程序。
为什么要讨论这个问题？
简单来讲，执行纠纷不是“随机’’进入执行程序的，它是当事人综合各方面因素，考虑风险和利弊
，认真选择后的结果。
如何选择，为什么要选择，选择的时候有哪些考虑因素，这些都会影响法院所处理的执行纠纷的特性
，并进而影响法院执行的效果。
　　本书第一章为引论，通过对法律和发展理论以及法和经济学理论的批判，我希望指出，这些传统
理论为什么无法解释中国执行中出现的现象和问题。
这些理论存在的不足，或者在于忽视了执行纠纷是当事人选择后的结果这一前提，或者在于没有考察
这个选择的过程及当事人选择时考虑的因素，或者在于忽视了中国当事人在选择时所考虑的有中国特
色的因素。
在此基础上，我进一步阐述了国家角色、纠纷筛选机制和法院努力三个因素之间的关系，借此提出全
书的观点。
第二章和第三章讨论司法程序如何成为国有银行不良贷款管理和呆账核销的渠道，基于不良贷款管理
和呆账核销目的的案件如何进入执行程序。
第四章和第五章说明大量案件进入司法程序不是为了解决纠纷，而是为了执行，同时，这些纠纷质量
不高，造成执行程序实际上在解决破产问题，从而造成执行效果不好。
　　在讨论案件如何进入执行程序，讨论它如何影响执行效果的问题上，本书前半部分的讨论侧重外
部因素的影响。
本书的后半部分则侧重法院努力的效果，同时也讨论法院努力存在的局限。
　　在第六章和第七章中，我讨论了法院采取的某些措施，比如提高调解率或者加大强制执行的力度
，在提高执行效果方面为什么存在局限。
在第八章里，我比较了金融类执行案件和其他商事执行案件的表现，以此说明执行效果的改善存在“
真实”改善和“不真实”改善两种类型。
“真实”改善是法院努力带来的，“不真实”改善是外力作用变化引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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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法院执行为什么难:转型国家中的政府、市场与法院》采用实证研究的方法，通过对中国部分法院执
行数据的分析，说明进入法院执行程序的质量如何影响执行的效果，以及法院在改善执行效果方面存
在的局限。
中国法院执行效果不好，原因在于转型社会中国家的作用“过了头”或者不到位。
国家的作用“过了头”，本应该通过市场机制处理的国有企业问题没有通过市场来处理，由此导致执
行程序成为处理国有企业问题的渠道；国家的作用不到位，对破产制度的投入不足，由此造成执行程
序成为处理破产问题的渠道。
不管是哪一种情况，进入执行程序的案件质量都不好，由此造成执行效果不好。
即便法院的努力能够提高执行效率，法院的努力也很难回收那些本来就很难回收的债权，很难改善本
来就难以改善的执行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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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唐应茂，现任教于北京大学法学院。
1997年和1999年分别获得北京大学法学学士和法学硕士学位。
之后赴美留学。
2000年和2004年分别获得美国耶鲁法学院法律硕士（LLM）和法律科学博士（JSD，Jurisprudence
Science Doctor）学位。
在纽约、香港和北京等地都工作过，有国际资本市场和跨国并购等方面的法律实务经验，并一直从事
转型社会的金融、法院等领域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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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讨论破产问题　　四、执行组织机构的“破产化”　　五、为什么不申请破产?　　六、为什么要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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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的具体社会背景　　三、转型社会中的执行　　四、法院的努力主要参引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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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所以，法和经济学的学者大多都把观察点放在当事人起诉之后，但即将进入庭审前这个时点上。
把观察点放在这个时点的好处很多。
在进入庭审之前，当事人经历了一系列法院程序，比如案件受理、案件排期、证据交换等程序。
在这段时间里，当事人的特点和行为方式可以观察到。
同时，这个时点之前，当事人可以自行和解；这个时点一过，经过一天、几天或者更长时间的庭审后
，则需要由法官作出裁决。
换句话来讲，在这个时点，当事人需要作出决定，决定自行和解还是要求法官庭审裁决。
和解意味着当事人自己解决纠纷，法官裁决意味着当事人自己不能解决纠纷，需要第三方的干预，需
要法官的裁判。
法院作为当事人以外的第三方纠纷解决机构，这符合关于法院功能的传统观点。
选择庭审前的时刻作为观察点，又可以观察当事人在起诉后、庭审前的行为模式，获得相对丰富的信
息来分析为什么有的当事人自行和解，而有的当事人要求法官裁判。
　　除了在选择观察时点方面的不同，同法律和发展理论相比，法和经济学理论的另一个进步在于它
提出了解释当事人行为的因素，解释为什么有的当事人自行和解，为什么有的当事人要求法官裁判。
在这些因素中，比较有影响的因素有三个：当事人对于庭审结果的预期差异、庭审结果对于当事人的
重要性以及当事人之间的信息差异程度。
关于这些因素，我在本书的其他章节中还会详细讨论。
简单来讲，预期差异越大，比如一方认为自己肯定能打赢官司，而另一方不这么认为，那么，当事人
越容易要求法官庭审裁决，而不愿意自行和解；庭审结果对当事人的重要性越大，比如标的额越大，
那么，当事人越倾向于要求法官庭审裁决，而不愿意自行和解；当事人之间信息差异越大，比如一方
拥有作为杀手锏的证据，而另外一方不知道这个证据的存在，那么，当事人越倾向于要求法官庭审裁
决，而不愿意自行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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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作者采用田野调查、统计等方法，提出了中国法院执行难问题的独特解释。
他把金融案件的诉讼和执行作为研究的起点，又跨越了金融法，程序法和破产法等诸多领域，反映了
作者广阔的国际视野、严格的学术训练以及对中国崛起所面临问题的强烈人文关怀。
　　——吴志攀 （金融法专家、北京大学教授）　　这是一本经验的、实证的和社会科学的中国法治
研究力作。
作者在美国有长期研究和工作的经历，对西方法治理论有深刻的理解，对外国法治经验有切身的感受
。
但是.他关注的是中国法治问题的特定性和回应方式的特殊性。
作者在本书中反复提及的若干西方法治理论，包括作者母校耶鲁大学普里特斯教授提出的诉讼理论和
模型，始终只是作者分析中国执行问题的一个参考、一个方法或是一个批判的对象。
作者追求的是在一般理论框架下分析中国问题的特殊性，从而把中国问题的特定性变成人类可以分享
的知识。
　　——苏力 （北京大学法学院院长，教授）　　作者独特的视角和研究方法在中国法院问题的研究
著作中相当少见。
作为一名不是以诉讼法律为其研究领域的学者，作者对中国诉讼和执行的诠释独具特点。
通过对中国法院执行难的分析，作者将诉讼程序、破产、合同和金融规制等领域的问题融为一体.为中
国司法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范式。
　　——左卫民 （诉讼法学专家、四川大学法学院教授）　　唐应茂博士的这本专著研究的是科斯意
义上的“法院的边界”，是社科法学正在转向的一个标志。
这本书的最大贡献，可能并非仅仅是会有力地影响司法实践和公共政策制定，而是挑战甚至颠覆既有
的司法理论。
这本书是作者数年来研究的集结，我将其视为向法律人展示社科法学魅力和解释力的一部典型作品。
　　——侯猛 （中国最高法院研究专家、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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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法治中国丛书》集中关心当代中国的法律问题。
　　这些问题就发生在我们周围，每时每刻影响着我们。
它们便于我们接近，也需要我们理解和解决，这不仅考验我们的知识与思想，而且考验我们的生存。
　　这些问题发生在一个迅速转型并从容崛起的多民族大国，以及因崛起而不断改变的自身所处的国
际环境，决定了这些问题和对这些问题的回应，不可能简单来自对一般法治理论的推演，或者对某几
个外国的法治经验的套用。
　　但这不意味着本丛书将无视一般的法治理论和外国的法治经验。
相反，第一，只有在一般法治理论和外国法治经验的关照下，才能理解中国问题的特定性和回应方式
的特殊性·第二，研究中国问题的特定性，将注定修改所谓的一般法治理论，改变目前主要由外国法
治经验得出的那些“天经地义”的法学。
　　由此，规定了本套丛书的追求和倾向是经验的、实证的和社会科学的，在经验层面而不是在想象
层面发现和研究中国问题，把中国问题的特定性变成可为人类分享的知识，而不是一种学术标榜或者
风味作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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