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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套普通的办公桌椅、一部电脑、

两个书柜、一张会客沙发。北京市石景

山区人民法院执行二庭庭长万学俭的办

公室陈设极其简单，他的外套就挂在书

柜的把手上。

与影视作品中那些威风凛凛的法官

形象相比，万学俭显得更加平易近人。

“其实法官并不是大家想象中的那样高高

在上。我们每天处理的案件，都跟老百

姓的生活直接相关。这些年来，大家的

法律意识逐步提高，很多老百姓在认为

自身权益受到侵犯后，都会到法院提出

诉讼。”

拖欠农民工工资案件和借贷纠纷越

来越多

作为基层法院的执行庭长，万学俭

每天除了要独立承办案件外，还要带领

同事们处理各类复杂和疑难案件，并对

全庭的各项工作进行管理与协调。“快到

年底了，我们现在每周一到周四都要加

班，争取更多的案件在年前结案。在执

行判决时，我们经常需要与当事人沟通、

谈话，遇到情况比较复杂的，还要去现

场做一些调查、搜查活动。”

据万学俭介绍，2008年全球金融危

机爆发后，法院所处理的经济纠纷类案

件的数量明显增多。“经济的起伏波动往

往对案件产生直接影响。近些年来，我

们处理得最多的案子是劳动争议类案件，

也就是大家常说的拖欠农民工工资。”据

万学俭介绍，执行二庭今年有30％以上

的案件都是劳动争议类案件。

“2012年我庭已经处理的近1000

件案件中，大约有三分之一都是10万

元以下的案子。虽然涉案金额并不高，

但是也很耗费精力。近年来，不少企业

的经营效益不太好，那些濒临破产的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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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往往会存在不能按期足额支付工资

的情况。再加上有一些在成立之初就带

有诈骗性质的不法企业。他们的注册地

和法人一直不断地变更，最终人去楼空。

这些都需要我们一个一个地追查。”万

学俭说。

此外，万学俭和同事们还需要面对

大量的借贷纠纷。“如今，人们把‘挣钱’

看得越来越重了，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往

来越来越多。经济不景气导致一些企业

和个人的资金链紧张，为了维持经营和

投资，不少人都会选择民间借贷。他们

把借来的钱投入股市，希望能借此翻本，

然而这几年股市低迷，这种拆东墙补西

墙的方式最终只会让欠债的雪球越滚越

大，直到倾家荡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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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北京审石景山区入民法院执行二庭庭长万学俭

2．‘法律是我们的赢线。然而在法律2外。我们需

要更多地去讲理。去考虑当事人的感受，”雷为万

芋岔在与荻执≠以谈t毳
3．万学俭稻同事们正在强锄执行现场。

涉及土地、房屋的案件最耗费精力

“涉及土地、房屋腾退等行为类案

件一般在数量上只占3％左右，但是处

理这些案子往往要花掉我们三成以上的

精力，因为这些案件经常需要我们去做

大量的说服和调解工作。”万学俭说。

2009年，张某(2012年8月，北

京市一中院以诈骗罪判处张某无期徒

刑)将多套租住的经济适用房低价售卖。

2011年房主陈某到石景山区法院起诉，

要求购房人之一李某从非法购得的经适

房中搬离，得到石景山区法院支持。这

样一个看似简单的判决，万学俭在执行

时，却足足用了11个月。“我们在追查

财产时发现，大量售房资金已经被罪犯

挥霍掉了，李某已经不可能拿到全额的

购房退款。房子没了，钱也没了，他心

理很不平衡，始终不肯执行腾房判决。

我们做了大量说服和调解的工作，和双

方当事人、代理人的谈话不下10次。

一般来说，一个案子的执行期限是6个

月，这个案子之所以花费了这么长时间，

是因为情况比较特殊，从某种角度来看，

房东和购房人都是受害者。”万学俭说。

“对于法院来说，。睛’、‘理’、‘法’

三个字中，‘法’当然是第一位的，法律

是我们的底线。然而在法律之外，我们

需要更多地去讲理，去考虑当事人的感

受。一方面保证申请人的利益，另一方

面也要去照顾被执行人的情绪。”万学俭

说．“老百姓只有对法官建立起最基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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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任，认为法院可以帮助他们解决问题，

才有可能跟你坐下来沟通。如果大家都

认为法院介入后只会去强制执行，当事

人一定不会配合。法院虽然是依法办事

的地方，但也会讲人情味。”

“我们现在开展工作时，很注重便

民原则。比如在当事人身体状况不佳时，

我们也可以到家里进行审判，不再是简

单的坐堂问案。”万学俭说，“我们的最

终目的，是在法律的基础上，化解矛盾，

解决困难。”

希望全国法官不再“背靠背工作”

谈及未来，万学俭最期待的莫过于

早日建立一个全国信息查询平台和社会

征信体系。

“10年来，信息技术的不断进步对

我们的工作帮助很大。以前我们想做一

些查询工作，只能靠自己独立查询。有

时候在一个法院中，会有两个甚至两个

以上的法官在对同一被执行人的信息进

行查询，法官完全是背靠背式工作。现

4据万学谴俞钇．2008每全菇噩锄危祝爆发属

法院醑处诤自§经济皱纷类案僻的数量踞显谱多，

在我们已经把信息全部集中统一起来，

在北京市高院建立了信息查询中心，这

样一来，我们想查询的一切信息，如被

执行人的房产、车辆、婚姻、银行存款、

出人境信息等资料，都可以通过内网实

现及时报送与反馈。这极大地提高了我

们的工作效率。”

但美中不足的是，目前这种联网技

术只能实现北京当地的信息查询，还无

法进行异地查询。“我希望未来能够尽早

建立一个全国联网的查询平台。所有人

的工商、房产、土地、银行账户和车辆

等信息，都可以实现全国统一查询。”此

外，万学俭还希望能够建立社会征信系

统，“将违背诚信的行为记录在案，让一

切不遵守规则的人在社会上生活、办事

时都因为曾经的不良记录而寸步难行，

提高一个人的犯罪成本，才会从根本上

减少违法行为。”

谈到社会上对政府部门的不信任，

万学俭坦言：“政府和执法部门的公信力

不足，一方面是由于我们的队伍自身存

在一定的问题，需要我们不断去自律；

另一方面也希望媒体在宣传时能够尽量

公正客观。现在我们的队伍中确实存在

着一些负面信息，但是将这些信息无限

放大，乃至那些正面的声音也都宣传不

出去，会让政府部门不被信任的局面日

趋恶化。”

很多人戴着有色眼镜看法官

“法官这个职业真的很有价值，你

在处理一个案件?日寸，能让双方都感觉满

意，你自己也会觉得有存在的意义。你

每为社会作出一点贡献，都会产生新的

威就感。”万学俭说。

法官也是公务员，身为庭长的万学

俭是处级干部。一个月6000多元钱的

工资，在他看来，“比上不足，比下有余”。

“现在，社会上很多人都是戴着有色眼镜

去看法官这个职业，认为我们会有灰色

收入，会‘吃原告’、‘吃被告’。其实这

种现象在我身边真的是不存在的。一方

面，法官队伍本身十分自律；另一方面，

舆论监督的日趋严格也让我们更加谨言

慎行。”

万学俭从中学起就对法律产生了浓

厚的兴趣，并立志成为一名法官。“能从

事自己喜欢的职业，是我这辈子最开心

的事情。”据万学俭介绍，自己一家三口

目前还是租房过日子。“2004年。我刚

来北京工作时的房价虽然现在看来很低，

但对于当时的我来说，已经是负担不起

了；现在就更加买不起了。我觉得钱这

个东西，够用就行了。”万学俭说，“一

个人活在世上，只要自己觉得幸福就行

了。房子和车子的数量，跟家庭幸福并

不成正比。”

“可能从事法律工作的人，思维方

式和一股人不一样吧。”万学俭说，“法官，

有时候更像是一群理想主义者。”O
责编：张伟美编：蔡蓓蓓

万方数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