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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法官之所以敢于这么做，除了廉政意识淡薄外，最重要的是

这种违法乱纪行为具有很强的隐蔽性，因为这些案件都‘合法’地经过

了立案、审判、执行等法定程序，可以让他们的违法违纪行为埋藏很深，

不担心被发现。 ”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副教授胡静说。

“滋生这种乱象的土壤还在于司法权力尤其是执行权高度集中导

致的不良运行。 ”上海远闻律师事务所沈国兴律师说，在执行权高度集

中的模式下，一个案件受理后，从执行措施的决定到实施，再到执行财

产的处分与分配均由承办该案执行员负责，容易造成一人说了算。执行

权因失去制约而日益膨胀， 从而滋生出以执行权谋取私利的违法乱纪

行为。

此外，面对“诱惑与危险并存”的局面，监管的缺失也让不良法官可

以轻易地与黄升二进行合谋。广东深天成律师事务所郑绪华律师说，目

前对法官的监督更多是停留在内部监督上， 但内部惩戒制度往往难以

落实到位，从而客观上纵容了法官的违纪行为。

“根治这种乱象，首先要减少用以转让的‘案件商品’。”郑绪华律师

说，而“案件商品”之所以大量产生是由于群众自行诉讼的成本高且诉

讼结果充满不确定性，甚至可能赢了官司却执行不到赔偿款，从而迫使

群众愿意将“案件权益”转让给“包打赢”的升二公司以获得本应得到的

合法权益。

“事实上，导致案件权益转让的根本原因还在于执法权高度集中导

致的执行难。”胡静说，因此必须从机制上改革和完善执行机构设置，推

动执行实施权与执行审查权的分离运行， 建立既相互协调又相互制约

的执行权分权运行机制，防止执行权力滥用，进一步缓解执行难。

其次，就是要切断“讼托”和法官形成的利益链。而这首先要抓好反

腐倡廉建设，教育法官洁身自好，时刻绷紧廉政弦，做到慎微、慎言、慎

行，严格约束业外活动，谨慎交友，使黄升二们找不到突破口。

据湛江纪检监察部门介绍，涉案法官的廉洁执法意识普遍较差，挡

不住黄升二的请吃送礼以及“银弹”攻势，甚至在接受调查期间，湛江中

院立案庭副庭长黄斌还拿法律“讲价”，对办案人员说，“我把违纪金额

加到 100 万元，你们不要处理我，保留我的公职。 ”

沈国兴说，法官廉洁意识不强也源于司法领域的监管体系不健全，

因此建议完善内外部监督机制，尤其应该重点改进社会监督体系。

（据《南方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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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湛江一个“讼托”撂倒 9 名法官

“讼托”通过购买债权替人打官司，从执行所得中获取巨额利益

广东湛江 9 名法官与一个“讼托”合谋，

结成一条“休戚与共”的利益链，通过购买债

权替人打官司，经过合谋法官的运作完成诉

讼和执行。 一方面，执行难让原告不得不签

下合约，将诉讼所得的六成付给“讼托”；另

一方面，“讼托”在法院执行费用外，按执行

标的的额度，给执行法官以 2%~7%的“业务

提成”。

“讼托” 与法官的勾结将司法公权变为

谋取私利的工具，攫取巨额灰色利益。 据湛

江市纪检监察机关透露，目前涉案人员已被

查处。 一个初中文化的“讼托”黄升二为何能

够投资诉讼牟利？ 他又如何将 9 名精通法律

的“执法者”变成“枉法者”？ 监督环节为何一

一失效？ 这些问题引人深思。

黄升二，初中文化，被一些湛江当地人视为“能人”。 这是因为

他有一家湛江升二房地产公司，但该公司不卖房子只经营“诉讼生

意”，即通过购买债权替人打官司赚钱。 而这类人也被一些群众称

为“讼托”。

“讼托”抓经营 法官拿“提成”

2001 年底，黄升二接到了第一单“生意”。湛江市第二运输公司

全权委托升二公司向法院起诉中国银行湛江分行下属的荣湛房地

产开发公司违约欠款。 根据双方协议， 升二公司负担所有诉讼费

用，诉讼所得第二运输公司与升二公司按照四六分成。

经过运作，2002 年 4 月湛江中院判决荣湛公司向第二运输公

司支付违约欠款，但荣湛公司没有财产可供执行。 于是，第二运输

公司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并成功追加中国银行湛江分行为被执行

人，最后执行所得约 900 万元，其中升二公司获得了超过 500 万元

的利益。

黄升二表示，这单生意之所以能顺利完成，离不开湛江中院执

行一庭副庭长刘宽的鼎力帮助。 据湛江纪检监察部门调查，在案件

执行过程中， 刘宽利用职务便利先后两次收受黄升二 18 万元的

“业务提成”。

据知情人士透露，刘宽收受的 18 万元贿赂是双方事前“约定”

好的，即除了扣除正当的执行费用外，升二公司还要依据执行标的

额度给执行法官以 2%~7%的“业务提成”。

随后，熟悉各种“规则”的黄升二逐步形成了低价购买债权，然

后通过法官快速立案、快速审判、快速执行的经营套路，并在多个

诉讼中获利累计超过 1000 万元。 其中在 2006 年的一起诉讼案中，

收受黄升二贿赂的 7 名法官在立案、审判、执行各环节表现得非常

“高效”，判决数日后即迅速执行结案，原告只拿到不足 93 万元的

赔偿，而黄升二则从中牟利超过 300 万元。 当然，黄升二也不忘向

为他提供帮助的诸位法官送去金额不等的“业务分成”，同时也为

新一轮“投资”做准备，俨然公司化运作。

常打输钱麻将与法官成“兄弟”

目前，涉案人员已被查处。 然而一个初中文化的黄升二为何能

够投资诉讼牟利，他又如何将 9 名精通法律的“执法者”变成“枉法

者”，以及监督环节为何一一失效的问题引人深思。

“黄升二敢于大包大揽，打很多人望而生畏的官司，是因为他

有关系、有运作资金。 ”据湛江纪检监察部门介绍，一些涉案法官都

称黄升二为“二哥”。

而这声带有感情的“二哥”是黄升二通过“银弹”攻下来的。 据

介绍，黄升二出手大方，除了频频请吃送礼外，还经常和一些法官

打麻将，但他“手气不好”总是输钱。 有明眼人看出，这也正是黄升

二的“诀窍”所在。 一来二去，黄升二与一些法官成了“兄弟”，这让

他有底气去承揽官司。

为保证投资诉讼的高回报，黄升二不会随意接官司。“都是经

过评估风险后低价购买的，最关键的是看能否执行到钱。 ”据知情

人士介绍，在涉及荣湛公司的两起官司中，黄升二就是瞄准了荣湛

公司的出资人———中国银行湛江分行，荣湛公司没有钱可执行，就

想方设法追加中国银行湛江分行为被执行人。

而在执行过程中，这些法官“兄弟”就开始大显神通，一纸民事

裁定书“一经送达，即发生法律效力”，快速执结并将执行款迅速汇

至升二公司，大赚如黄升二所说的“丰厚利润”。

广东中泽律师事务所周玉忠律师等法律界人士认为， 这种诉

讼生意的危害巨大，因为从中获利的法官会更加明显地表现出“有

钱积极执行，无钱消极执行”，人为制造诉讼难，从而逼迫人民群众

转而委托“讼托”代打官司才能获得本应获得的权益，严重冲击和

动摇人民群众信法、遵法、守法的价值观，使社会各界对司法权威

产生了疑虑。

监管缺失让贪官奸商轻易合谋

律师分析“案件商品”起因是诉讼成本高

而且赢了官司也往往拿不到钱

在接受调查期间，

湛江中院立案庭副庭

长黄斌还拿法律“讲

价”， 对办案人员说，

“我把违纪金额加到

100 万元，你们不要处

理我，保留我的公职。”

———据湛江纪检

监察部门介绍，涉案法

官的廉洁执法意识普

遍较差，挡不住黄升二

的请吃送礼以及“银

弹”攻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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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获利的法官会更加明显地表现出“有钱积极执行，无

钱消极执行”，人为制造诉讼难，从而逼迫人民群众转而委托

“讼托”代打官司才能获得本应获得的权益……

———法律界人士

接案

黄升二第一单“生意”：湛江市第二运输公

司全权委托升二公司向法院起诉中国银行湛

江分行下属的荣湛房地产开发公司违约欠款。

据双方协议，诉讼所得第二运输公司与升二公

司按照四六分成。

运作

经过运作，湛江

中院判决荣湛公司

支付违约欠款，但荣

湛公司没有财产可

供执行。 于是，第二

运输公司向法院申

请强制执行，并成功

追加中国银行湛江

分行为被执行人。

在案件执行过程中，

湛江中院执行一庭副庭

长刘宽先后两次收受黄

升二 18 万元的“业务提

成”。 18 万元贿赂是双方

事前“约定”好的，即除了

扣除正当的执行费用外，

升二公司还要依据执行

标的额度给执行法官以

2%~7%的“业务提成”。

最后执行所得约 900 万元，其中升二公司获得 500 多万元。

这个比例在有的案例中更极端， 在 2006 年的一起诉讼案中，原

告只拿到不足 93 万元，而黄升二从中牟利超过 3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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