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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2016 年 11 月 7 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

若干问题的规定》，较为系统的规定了民商事案件执行程序中变更、追加当事人

的基本原则和具体情形以及救济途径。

关键词：

申请变更、追加当事人的法定原则；申请变更、追加当事人过程中的特殊情

形；申请变更、追加被执行人的救济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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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变更、追加当事人的申请流程以及救济程序

民商事案件的执行是当事人实现权利的最后一道程序，但执行案件因其独特

的疑难复杂性，往往需要执行律师具备优秀的综合办案能力，由点到面、由广入

深地解决各阶段问题，例如：变更、追加执行当事人案件是指根据当事人或第三

人的申请，人民法院依法审查是否对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执行当事人、被执行人

予以变更、追加的案件。该类案件往往涉及执行当事人和第三人的重大利益，案

件审查过程中程序法与实体法交错，法律关系复杂，司法实践中也时有争议。为

保障执行当事人和第三人的合法权益，确保执行的公正和效率，作者结合自身工

作经历积累的工作经验对变更、追加当事人的申请流程以及救济程序进行梳理、

归纳和总结并做通过以下内容进行阐述：

（一）变更、追加当事人的法定原则

执行当事人的变更、追加不仅关乎多方主体的切身利益，而且涉及审执关系、

执行效率、程序保障等诸多问题。为此，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

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 1条中就明确了变更、追加执行当事人的法定原

则，将变更、追加事由严格限定于法律、司法解释明确规定的情形。

1、适用情形法定：《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在

第 10 条至第 25 条，共列举了 18 种变更、追加被执行人的情形。因此除所明确

列举的情形之外，执行法院不得创设新的变更、追加被执行人情形。

2、启动主体法定：提出变更、追加被执行人申请的主体应当为本案的申请

执行人。执行法院认为可以变更、追加被执行人，但申请执行人等适格主体不提

出申请的情况下，执行法院一方面应遵循实体法上的私法自治原则和程序法上的

处分权原则，充分尊重适格主体的意思自治，防止超越法定权限依职权启动程序；

另一方面也应加强向适格主体的权利告知和法律释明，明确告知其具有申请变更、

追加被执行人的权利。

3、审查程序法定：审查程序应当以公开听证为主、书面审查为辅。因该类

案件涉及执行当事人重大的权利义务变动，应尽量避免“误判”，人民法院一般

应公开听证以保障当事人、第三人陈述事实、举证质证以及辩论的程序权利。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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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争议不大的案件，法院可以采用书面审查的方

式，以提高执行效率、节约诉讼成本。

（二）具体情形

根据事后救济途径的不同，作者将被执行人的变更、追加分为“一般”与“特

殊”两种常见情形。

一般情形：

1、被执行人死亡或被宣告死亡，可申请变更、追加其遗嘱执行人、继承人、

受遗赠人或其他因该被执行人死亡取得遗产的主体为被执行人。

2、被执行人被宣告失踪，可申请变更其财产代管人为被执行人。

3、作为被执行人的法人或非法人组织合并，可申请变更合并后存续或新设

的法人、其他组织为被执行人。

4、作为被执行人的法人或非法人组织分立，可申请变更、追加分立后新设

的法人或其他组织为被执行人。

5、被执行人为个人独资企业，不能清偿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可申请

变更、追加其出资人为被执行人。

6、被执行人为合伙企业，不能清偿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可申请变更、

追加普通合伙人为被执行人。

7、被执行人为法人分支机构，不能清偿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可申请

变更、追加该法人为被执行人。

8、其他非法人组织（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法人分支机构以外的），不

能清偿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可申请变更、追加依法对该其他组织的债务承

担责任的主体为被执行人。

9、被执行人为法人或其他组织，被注销或出现被吊销营业执照、被撤销、

被责令关闭、歇业等解散事由后，其股东、出资人或主管部门无偿接受其财产，

致使该被执行人无遗留财产或遗留财产不足以清偿债务，可申请变更、追加该股

东、出资人或主管部门作为被执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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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被执行人在注销登记时有第三人书面承诺。被执行人为法人或其他组织、

未经依法清算即办理注销登记，可申请变更、追加在登记机关办理注销登记时，

书面承诺对被执行人的债务承担清偿责任的第三人为被执行人。

11、书面承诺代为履行的第三人。在执行程序中，可申请变更、追加在人民

法院作出书面承诺代为履行的第三人为被执行人。

12、作为被执行人的法人或非法人组织，财产依行政命令被无偿调拨、划转

给第三人，致使该被执行人财产不足以清偿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可申请变

更、追加该第三人为被执行人，在接受的财产范围内承担责任的。

特殊情形：

1、未按期足额缴纳出资的有限合伙人。作为被执行人的有限合伙企业，财

产不足以清偿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申请执行人有权申请变更、追加未按期

足额缴纳出资的有限合伙人为被执行人，在未足额缴纳出资的范围内承担相应法

律责任。

2、未缴纳或未足额缴纳出资的股东、出资人或依公司法规定对该出资承担

连带责任的发起人。作为被执行人的企业法人，财产不足以清偿生效法律文书确

定的债务，申请执行人有权申请变更、追加未缴纳或未足额缴纳出资的股东、出

资人或依公司法规定对该出资承担连带责任的发起人为被执行人，在尚未缴纳出

资的范围内依法承担责任。

3、抽逃出资的股东、发起人。作为被执行人的企业法人，财产不足以清偿

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申请执行人有权申请变更、追加抽逃出资的股东、出

资人为被执行人，在抽逃出资的范围内承担责任。

4、未依法履行出资义务即转让股权的原股东或依公司法规定对该出资承担

连带责任的发起人。作为被执行人的公司，财产不足以清偿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

债务，其股东未依法履行出资义务即转让股权，申请执行人有权申请变更、追加

该原股东或依公司法规定对该出资承担连带责任的发起人为被执行人，在未依法

出资的范围内承担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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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一人公司股东。作为被执行人的一人有限责任公司，财产不足以清偿生

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自己的财产，申请执行人

有权申请变更、追加该股东为被执行人，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6、未经清算即办理注销登记的有限公司股东、股份公司董事和控股股东。

作为被执行人的公司，未经清算即办理注销登记，导致公司无法进行清算，申请

执行人有权申请变更、追加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和控股股

东为被执行人，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三）救济途径

1、对于不予受理或者驳回申请裁定不服的，可以自裁定送达之日起 10 日内

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1]；

2、对于一般情形的变更追加裁判结果不服的，应当于收到裁定书 10 日内向

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

3、对于特殊情形的变更追加裁判结果不服的，应当自收到裁定书 15 日内向

执行法院提起执行异议之诉[2]。

（四）追加被执行人案件的审查要点

作者结合自身积累的实务经验整理出该类案件的审查要点，主要包括以下内

容：

1、确定追加申请是否属于法定情形，根据变更、追加的法定原则，若非法

定情形，则无法得到人民法院支持。

2、审查被执行人名下财产是否足以清偿债务，实践中对于该项的审查主要

包括：（1）法院是否已因被执行人无可供执行财产作出终结本次执行程序的裁定；

（2）在存在多个被执行人的案件中，被执行人财产是否均不足以清偿申请执行

人的债务。

3、审查被追加人主体是否适格，是否存在承担被执行人债务的义务。

4、审查被追加人应当承担的责任范围，是连带清偿责任或是补充赔偿责任，

若为补充赔偿责任，是否存在已承担相应责任的情形等。

5、审查被追加主体承担责任的范围是否存在减轻或者免除责任的事由。

（五）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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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变更、追加当事人的程序将许多陷入“执行僵局”的案件通过追加新的

被执行主体，增加并提供更多可供执行的财产线索，从而有效地维护申请执行人

的合法权益，同时该项法律程序在解决“执行难”、专项行动中也发挥了重要作

用。但为平衡各方利益，变更追加当事人必须始终坚持法定原则，不仅有利于维

持司法秩序，更有利于树立司法权威。

注释：

[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2020 修正）法释〔2020〕21 号第二条：执行异议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

五条或者第二百二十七条规定条件的，人民法院应当在三日内立案，并在立案后

三日内通知异议人和相关当事人。不符合受理条件的，裁定不予受理；立案后发

现不符合受理条件的，裁定驳回申请。执行异议申请材料不齐备的，人民法院应

当一次性告知异议人在三日内补足，逾期未补足的，不予受理。异议人对不予受

理或者驳回申请裁定不服的，可以自裁定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

请复议。上一级人民法院审查后认为符合受理条件的，应当裁定撤销原裁定，指

令执行法院立案或者对执行异议进行审查。

[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2020

修正）法释〔2020〕21 号第三十二条：被申请人或申请人对执行法院依据本规

定第十四条第二款、第十七条至第二十一条规定作出的变更、追加裁定或驳回申

请裁定不服的，可以自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执行法院提起执行异议之

诉。被申请人提起执行异议之诉的，以申请人为被告。申请人提起执行异议之诉

的，以被申请人为被告。

2023 年 10 月 26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