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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交叉执行制度的可行性与必要性

[ 作者 ] 周清平;刘祖军 

[ 单位 ]  

[ 摘要 ] 交叉执行制度，是指下级人民法院通过自行报请或上级人民法院指令后，由上级人民法院组织本辖区内的下级人民法院对指定执

行案件集中力量进行执行的工作制度。从当前人民法院的执行工作现状来看，交叉执行制度具有可行性和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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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叉执行制度，是指下级人民法院通过自行报请或上级人民法院指令后，由上级人民法院组织本辖区内的下级人民法院对指定执行

案件集中力量进行执行的工作制度。从当前人民法院的执行工作现状来看，交叉执行制度具有可行性和必要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

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一条第九款规定：“上级人民法院执行机构负责本院对下级人民法院执行工作的监督、指导和

协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高级人民法院统一管理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三条、第八条还规定：“下级人民法院不执行上级人

民法院对执行工作和案件处理作出的决定，上级人民法院应给予通报批评；情节严重的，由有关部门对有关责任人员予以纪律处分。”

“高级人民法院对本院及下级人民法院的执行案件，认为需要指定执行的，可以裁定指定执行。”可见，对于重大、复杂、疑难、久执未

结的案件，由基层人民法院自行申报或中级人民法院统一收集，上报高级人民法院统一指定相关人民法院交叉执行，符合相关司法解释的

精神。不可否认，在当前的现实条件下，地方保护主义与非法干预不同程度地存在，将案件交叉执行后，执行的法官由于工作、生活不在

当地，可最大限度上避免关系案、人情案的发生。同时由于交叉执行是由高级人民法院指定、中级人民法院督办的，执行人员滥用执行权

的现象势必得到遏制。如果交叉执行规定了限期执结，中止和终结执行必须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并报高级人民法院批准，那么必然有利

于实现执行公正和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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