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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王某向高密市人民法院提起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起诉宋某偿付借款49万元及利息。经审理，法院认定
宋某从王某处借款共计49万元，后偿付1万元，判决宋某
偿付48万元及利息。履行期限届满后，宋某仍未履行法律
义务。2017年，王某向高密市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但
因宋某无可供执行的财产而终结本次执行。
  2018年，王某向高密市人民法院提起债权人撤销权之
诉，请求对宋某放弃继承遗产的行为予以撤销。法院审理
中查明，宋某的父母共育有三子一女，分别为宋某、宋某
一、宋某二和宋某三。宋某的母亲与父亲宋某某分别于
2012年、2015年去世，遗留了三套房产，宋某在父亲去世
后向高密市公证处出具了放弃继承声明书，宋某一、宋某
二均表示放弃继承宋某某遗留的房产遗产，上述房产遗产
由宋某三继承。
  诉讼中，法院对上述三套房屋采取了保全措施，系首
封。该案经依法审理，判决撤销宋某放弃继承宋某某遗产
的行为。宋某不服该判决，先后提起二审、再审，但均被
驳回。
  王某提起的债权人撤销权之诉胜诉后，于2024年向法
院申请恢复执行宋某放弃继承的三套房产。执行法官认
为，宋某放弃案涉三套房产的继承行为被法院撤销后，该
三套房产应为宋某、宋某三共同共有，房产共有人对外负
债成为被执行人，法院有权针对共有房产整体采取查封、
扣押、冻结、拍卖等执行措施。
  在房产共有人未达成分割协议或提起析产诉讼，申请
执行人亦未提起析产诉讼的情况下，案涉三套房产应当视
为不可分割的共有财产，将同时进行拍卖。执行法官及时
通知案外人宋某三，保障其在同等条件下享有优先购买
权、从拍卖所得执行款中保留其财产份额及通过执行异议
或异议之诉寻求救济等权利。最终案涉三套房产进入评
估、拍卖程序。

>>> 基本案情 <<<

>>> 法官说法 <<<

□潍坊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张益阁 通讯员 张小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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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产处置是执行工作中的关键环节，关乎申
请执行人胜诉权益的兑现，直接影响人民群众的
司法获得感。执行实践中，经常会遇到被执行人
无其他财产可供执行时，申请执行人向法院申请
处置被执行人与案外人共有财产的情形。对这类
案件，首先需要探讨的是，共有财产可否执行？
在未确定共有份额，亦未析产时，能否对共有财
产先采取拍卖等处分措施？如何保障其他财产共
有人的权利？通过高密市人民法院近日审理的一
起处置被执行人与案外人共有房产的执行案件
中，了解相关法律知识。

  “继承人有权选择是否接受遗产，但当继承人放弃遗
产分割、导致到期债务无法偿还时，债权人可以依法请求
撤销其放弃继承的声明。”法官杜健表示，有债务的继承
人放弃继承行为有效的前提是不能损害其他人的权益。
  本案中，宋某放弃继承权的行为导致无法履行应尽的
法定义务，依法认定为放弃继承权的行为无效，案涉三套
房产为宋某、宋某三共同共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
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第十四条
明确，对被执行人与其他人共有的财产，人民法院可以查
封、扣押、冻结，并及时通知共有人。
  执行工作是保障生效法律文书落实、兑现人民群众合
法权益的“最后一公里”，但查找被执行人的财产线索一
直是执行工作的难点、堵点，很多案件往往因无法查找到
被执行人可供执行的财产而被法院暂时终止。法官提醒，
如果申请执行人在发现被执行人与案外人的共有财产时，
可向法院申请执行，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李某系某医院医生，于2017年、2019年分别被医院外
派进修。进修前，李某与医院签订协议书，协议约定医院
有计划选派相关人员外出进修、参加学术活动，承担职工
的工资、进修费，并给予相应补助。选派职工进修结束必
须在医院工作满5年方可合理流动。若外出进修人员违
约，医院有权追回所有已支付费用，并要求职工支付违约
金2万元。
  2021年8月，李某自行离职并入职其他医院。2021年9
月，李某与某医院协商约定：双方自愿解除劳动合同，李
某按照比例返还两次进修未满服务期限的进修费、差旅费
等，支付违约金2万元；某医院为李某出具离职证明并办
理档案和社保转移手续。
  后李某申诉至当地仲裁委，但其对仲裁结果不服，诉
至法院，要求该医院返还上述费用及违约金。
  寿光市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某医院与李某的协议书
系按照国家相关法律、政策，在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的基
础上签订，合法且有效；协议书明确约定了双方的权利和
义务，具有约束力，双方均应按照协议约定，全面、及
时、审慎地履行合同约定的义务。
  李某在未满服务期的情形下提出辞职，属于违约方，
依法应承担违约责任。李某提前解除劳动关系，导致该医
院人力资源损失及人事安排被动，该医院有权要求李某赔
偿损失并支付违约金。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双方自行协商
的关于自愿解除劳动合同、返还费用、支付违约金等约定
合法且有效，李某要求该医院返还上述款项，欠缺依据，
法院不予支持。

>>> 法官说法 <<<

  “医务人员与医疗机构签订专业人才进修学习协议，
双方对于医务人员外出进修的培养形式、培训时限、服务
期限、违约责任等进行详细约定，属于依法成立的合同，
具备法律约束力。”寿光市人民法院法官王春红表示，本
案中，李某在培训期间没有向医院提供劳动，既享受政策
红利和工资福利，又不愿意履行约定义务，其行为违背诚
信原则，应承担违约赔偿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二十二条规定，用
人单位为劳动者提供专项培训费用，对其进行专业技术培
训的，可以与该劳动者订立协议，约定服务期。劳动者违
反服务期约定的，应当按照约定向用人单位支付违约金。
第九十条规定，劳动者违反本法规定解除劳动合同，或者
违反劳动合同中约定的保密义务或者竞业限制，给用人单
位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
的解释（一）》第三十五条规定，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就解
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办理相关手续、支付工资报酬、加班
费、经济补偿或者赔偿金等达成的协议，不违反法律、行
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且不存在欺诈、胁迫或者乘人之危
情形的，应当认定有效。
  诚实守信、恪守承诺，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
为人处世的基本原则。法官提醒，医务人员在与医疗机构
签订合同前，应明确自己的人生目标和职业规划，恪守诚
实守信原则，以免带来不必要的诉争；医疗机构与进修人
员签订进修合同，应当符合法律规定，合理、合法，避免
人才流失。

>>> 基本案情 <<<

□潍坊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张韶华 通讯员 郑艳文

  为提升医务人员医疗技术，医疗机构经常组
织医务人员外出进修，且通常与医务人员签订进
修学习协议，明确规定进修后的服务期限，防止
人才流失。但部分医务人员基于个人原因提前离
职，影响了医疗机构的人才引进、培训、使用等
发展规划。医疗机构与医务人员签订的进修协议
效力如何？医务人员在约定服务期内跳槽是否属
于违约行为？是否应赔偿损失？近日，寿光市人
民法院审理了一起医务人员进修结束后在约定服
务期内辞职引发的人事争议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