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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报记者 陈颖婷

上海的经济社会发展离不开一流的法治

化营商环境， 其中司法审判就是重要一环，

而商事审判是人民法院司法审判工作的重要

组成部分。 根据 2021 年监督工作计划， 近

日市人大监察和司法委员会组织开展了关于

加强商事审判依法服务保障优化营商环境情

况的专项监督调研。 本市商事审判的成效如

何？ “僵尸企业” 的破产难如何化解， 都在

调研中有了最新答案。

始终抓好执法办案第一要务

据上海高院介绍， 2018 年以来， 全市

法院受理合同类、 公司类、 涉自贸区商事纠

纷， 以及涉互联网平台新业态商事纠纷等案

件共计 293218 件， 年均增长率达到 7.38%，

共审结 283280 件， 年均增长率达到 7.49%。

通过司法裁判引导商事主体强化规则意识，

规范市场行为， 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其中有 5起案例入选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案例

和全国法院“十大商事案例”。 同时， 加快

完善全流程网上办案体系建设， 持续提供优

质高效的诉讼服务， 提升当事人对公正司法

的获得感。

持续完善破产审判制度机制

解决“僵尸企业” 退市难困扰， 是优化

营商环境中的一道“必答题”。 为此， 本市

法院注重发挥破产制度功能， 三年多来， 共

受理强制清算和破产案件 3228 件， 同比增

长 543%； 结案 1583 件， 同比增长 446%。

移送“执转破” 案件 910件， 有效处置“僵

尸企业” 出清。 上海运用重整、 和解等程序

帮助 52 家陷入困境企业获得拯救再生。 注

重发挥行业组织在破产程序中的职能作用，

推动成立了破产管理人协会。

同时， 上海法院积极协调完善府院联动

机制相关配套制度， 先后与市场监管、 税

务、 社保等部门联合出台专项规定 10 余件。

配合市人大常委会研究制定浦东新区加强企

业破产工作法规， 争取在浦东新区法院设立

破产审判机构， 提高破产审判的集约化、 专

业化水平， 提升本市破产法治保障能力。

探索创新商事审判工作机制

据了解， 市高院每年制订实施推进营商

环境建设专项行动计划， 已升级至 4.0 版，

重点推进网上无纸化立案、 电脑随机分案、

落实延期开庭规则、 实行企业送达地址告知

承诺制等工作， 定期向社会公开涉营商环境

司法质效数据， 推动市场主体体验度和满意

度提升。

上海法院还着力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示范区商事审判协作， 规范案件裁量尺度，

促进适法统一。 着眼长远做好高层次、 复合

型商事审判人才的培养储备， 完善廉政风险

防控机制， 严肃监督执纪。

【对策建议】

近年来， 本市法院商事审判工作取得了

明显成效， 但市人大常委会在调研中也发

现， 与市场主体和人民群众的期待相比， 还

存在着不少困难和问题， 需要进一步加强和

改进。 为此调研组建议切实提高商事审判工

作质效。 通过狠抓民商事审判质量， 依法化

解各类矛盾纠纷， 保障市场交易公平公正，

协调好交易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 维护市场

交易主体合法权益， 激发市场经济活力， 提

升当事人对公正司法的获得感。 同时， 还要

狠抓民商事审判效率， 严格把握民刑交叉案

件涉刑移送、 涉刑不立案的标准， 努力压缩

立案、 诉调对接、 和解调解、 委托司法鉴定

的办理时间和各环节周转时间， 严格控制重

复开庭和多次开庭的时间间隔， 有效降低诉

讼成本。

调研组建议按照治理数字化转型的要

求， 以 “智慧法院” 建设为抓手， 不断丰富

和拓展数字化在司法审判领域的应用场景，

优化诉讼流程， 促进审判体系和审判能力现

代化， 进一步推动执法办案质效的显著提

升。

在破产审判工作方面， 本市要推动府院

联动机制落地落实， 明确统筹破产行政事务

和牵头破产府院联动机制的责任部门， 明晰

相关部门涉破产事务的职责分工， 统筹解决

破产工作中的重点难点问题， 有效形成破产

工作合力。 完善和畅通市场主体退出机制，

运用市场化、法治化手段处置“僵尸企业”，提

高依法清理“僵尸企业”的审判效率， 有效防

范化解企业债务风险。 同时， 要引导破产程

序各方充分认识破产重整、 和解制度在挽救

危困企业方面的重要作用， 加强对预重整制

度的探索研究， 协调解决重整或和解成功企

业的信用修复问题， 促进企业重返市场。

除此之外， 本市还应切实推进多元解纷

和诉讼服务体系建设。 法院要加强与司法行

政机关、 律师协会、 仲裁机构等单位合作，

推动诉前调解、 仲裁、 公证等与诉讼的有机

衔接， 扩大国有企业对调解的参与度， 引导

企业多渠道、 多途径解决商事纠纷。

代表风采

商事纠纷怎样解？“僵尸企业”如何退？
市人大常委会开展专题调研

人大聚焦

人大直通车

应登尽登

应选尽选
上海市虹口区两级人大

换届选举工作扎实推进

□通讯员 周楠

本报讯 上海市虹口区人大常委会

把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理念， 贯

穿到区和乡镇人大两级换届选举工作

中， 努力实现过程民主和结果民主、 程

序民主和实质民主、 直接民主和间接民

主的有机统一。 今年选民登记率比五年

前提高 25%。

针对本次换届选举的新情况、 新问

题， 区选举办在调研摸底的基础上， 尽

早明确时间表和路线图， 统筹部署选区

划分、 选民登记、 投票选举等技术性操

作性问题。 在区委领导下， 区人大常委

会建立党组领导分工联系机制， 明确由

人大常委会党组主要领导全面负责、 其

他党组成员分工联系全区 8个街道和相

关部门， 提前拟订好换届选举工作方

案， 尽早统筹疫情防控工作， 为换届工

作打下扎实基础。

充分借鉴在疫情防控中探索出的

“大数据+网格化” 工作机制， 加强与

区大数据中心数据库、 公安人口数据库

的衔接， 扎实细致地开展前期排摸工

作。 力争做到三个结合： 将选民排摸与

宣传引导相结合， 在上门排摸的同时，

就对选举工作和选民权利、 义务进行广

泛的宣传告知， 引导居民积极参选， 正

确行使权利； 将选民排摸与走访联系相

结合， 结合建军节、 国庆节、 重阳节等

重要节日慰问活动， 对孤寡、 大病、 困

难和有特殊贡献、 特殊荣誉的居民群众

开展走访、 联系和慰问， 了解群众需要

帮助解决的困难和问题； 将选民排摸与

为民办事相结合， 以代表下社区活动以

及家站点接待工作为抓手， 推动群众各

类现实诉求的有效解决， 力争获得人民

群众对人大换届最充分的支持。

在前期排摸工作的基础上， 对于本

市户籍人口， 贯彻居住地为主， 户籍地

兜底的原则， 确保户籍人口应登尽登；

对于外省市来沪常住人口， 贯彻严格法

定程序原则， 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保障

外来人口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整个登

记过程要求做到工作标准统一、 人员业

务熟练、 工作流程清晰。 涉及到停剥权

人员问题， 在前期摸底的基础上又逐人

复查核实， 努力做到不重登、 不错登、

不漏登， 确保登记依法依规。

在目前全区选民登记率超过 90%的

情况下， 采取扎实有效的措施切实提升

参选率。 坚持选民本人投票和依法委托

投票相结合， 最大限度动员组织选民依

法参加投票选举。

在此次换届选举工作中， 虹口区发

挥疫情期间协同作战的优良传统， 密切

联合组织、 宣传、 公安、 民政等相关部

门， 优势互补， 协同配合， 形成大联动

机制。 各街道选举工作组， 充分发挥

“家站点” 的平台作用， 结合下社区活

动， 听取反馈市区代表和居民关于选举

工作的意见建议， 对本次人大换届选举

开展全过程民主监督， 确保整个换届选

举工作依法有序进行。

□杨浦人大供稿

郑春梅于 2011 年当选为杨浦区十五届

人大代表， 2016 年再次当选为区十六届人

大代表。 在倍感光荣的同时， 郑春梅也一直

在深思： 作为一名来自基层的人大代表， 该

怎样才能为选民代言， 不辜负人民的期望？

为此， 她努力发挥自己“跑百家门、 知百家

事” 的工作优势， 勤于动脑、 勤于跑腿、 勤

于洗耳、 勤于动手， 及时了解和掌握群众的

意见和诉求， 想群众所想， 急群众所急， 扎

扎实实为人民办实事。

郑春梅刚当选人大代表时， 江浦街道

81、 83 街坊环境卫生差， 卫生设施落后，

安全隐患多， 老百姓旧改呼声强烈。 郑春梅

一次次跑现场了解群众心声， 听取他们的意

见， 连续五年在区人代会上提交了建议该地

块早日旧改的建议， 得到了区政府的重视。

终于， 在 2017 年 4 月 81、 83 街坊启动了旧

改！ 那一刻， 居民们发自肺腑的喜悦、 民众

的欢呼感谢不绝于耳， 大家纷纷表示党的阳

光旧改政策深得人心， 几代人的盼望得以实

现。 看着大家喜悦的面容， 郑春梅也深深感

到： 作为人大代表， 为民发声是一件很有价

值的工作。 她也将继续发挥自己的作用， 进

一步做好宣传和思想工作， 使得大家都能早

日告别蜗居！

在联系基层时， 郑春梅听到不少居民反

映， 兰州路宽约 9米， 东边是 2.5 米的收费

停车道， 由于车位紧张， 一些社会车辆和

社区居民又把车停在西侧行车道， 总路面

剩下约 4 米的南北双向行车道。 同时， 靠

近兰州路茭白园路东面有一公共厕所， 居

民每天都要上厕所、 倒马桶， 特别是到了

早晚出行高峰， 大量机动车和非机动车集

中在狭窄的马路上来回穿梭， 导致该路段

经常发生交通事故， 给社区居民出行带来

不安全隐患。 于是， 郑春梅提出了将兰州

路改为向南单行道的建议， 并多次与杨浦交

警大队协商沟通。 在区人大和各部门支持

下， 该路段变为由北向南单行道， 解决了这

一交通隐患。

江浦公园是江浦路、 长阳路附近居民休

闲娱乐的好去处， 但重新开园后， 却冒出一

些新问题： 齐齐哈尔路边门“铁将军” 常

锁， 给进出居民带来不便； 原有的进出坡道

整修后变成了台阶， 轮椅车、 婴儿车难以进

出； 新安装的长廊座椅遇到下雨天淋湿后不

能坐……这些看似小事， 却给居民们带来不

少“烦恼”。 郑春梅整理这些意见后， 形成

了代表建议提交区人代会。 经多次与园方沟

通， 形成了可操作的改进方案， 现在江浦公

园入园坡道整改及座椅加装雨棚问题都已妥

善解决， 居民们也很满意。

看似小事， 却关系千万家。 关注民生，

做好小事， 造福群众， 这在郑春梅看来就是

身为人大代表最大的职责。

郑春梅：做群众的传声筒，做百姓的贴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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