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5 年 1 月 15 日上午 9 点，小

李早早来到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法院

上海银行业保险业纠纷调解中心调

解分站，有好消息在等着他。 而十天

前，小李还急得火烧眉毛……

业绩向好却可能停产停业

“老板，你的货款到底什么时候

能结清？”为了催收货款，小李每天都

在频繁拨打“老板们”的电话。小李虽

体谅对方的难处，但自己也是“泥菩

萨过河”。 公司包括老板小李只有 10

个员工，是妥妥的小微加工企业。 为

了扩大企业经营规模， 盘活企业资

金，公司在一年前向建设银行申请了

中小微企业贷款。 贷款资金的注入，

让公司在 2024 年经营持续向好。 订

单纷至沓来的同时，货款回收却也成

了小李的“心病”。

中小微企业用资需求强烈，但规

模小，贷款难度较大。 针对中小微企

业的专项贷款作为普惠金融的重要

组成，对推动中小微企业发展起到了

积极作用。但中小微企业抵御市场风

险能力往往也较弱，在应收账款无法

及时回款情况下，极易引发资金链断

裂，进而导致企业面临困难。

货款收不回来，银行贷款到期还

不上， 小李即将被银行起诉到法院，

焦急的小李只有一遍遍地催收，但成

效甚微。

无独有偶，从事家具定制生产的

老张也遇到了类似情况。因无法回收

应收账款、按时归还银行 500 万元贷

款，老张的公司被建设银行上海长三

角一体化示范区分行起诉到了法院。

老张拿着厚厚一沓订单和欠条

向法官张静述说着困境。当说到企业

一年来取得的成绩，现在却可能面临

停产停业，老张几乎是带着哭腔。

“近期，还有两家中小微企业借

款人遇到了类似困境，面临着诉讼风

险。 ”在开庭时，银行员工提及。

专属调解方案助走出困境

当时是岁末年初，正是喜迎新年

的时刻，然而对部分企业，尤其是中

小微企业而言， 能否回收应收账款、

及时还上银行贷款、 发放职工工资，

都是面临的现实困境。

类似情况多发，妥善化解此类纠

纷有助于中小微企业的可持续经营。

为此，青浦法院积极与上海银行业保

险业纠纷调解中心及建设银行沟通，

依托该中心在法院设立的首家法院

调解分站，对老张等三名中小微企业

经营者的逾期贷款问题进行集中化

解。该想法很快得到了银行和三名中

小微企业经营者的积极响应。

“帮助中小微企业可持续发展，

正是我们发放该类贷款的目的，‘在

早、在小、在一线’解决还贷问题也是

我们的愿望。”但与此同时，银行负责

人表示，银行内部对于逾期贷款催收

也有相关制度，只有在满足特定条件

的情况下才能延长还款周期。

张静和调解员逐条比照银行的

相关规定，与小李、老张等核对各自

企业情况，最终为三家中小微企业分

别拟定了专属调解方案。 根据方案，

企业向银行提供增信措施，确保银行

贷款无风险或风险较低的情况下，银

行同意为这几家中小微企业延长还

款周期。

“感谢法院、 调解中心和银行

费尽心思挽救我们的企业。” 走出

“困境” 的中小微企业经营者露出了

久违的微笑。 新春已至， 对他们来

说， 这是充满希望的新一年。

□ 讲述者：梅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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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次转变，收获更多理解和共情
奉贤法院法官助理讲述与数字法院的故事

数字法院

浦江法观

这些中小微企业迎来了“春天”
□ 陈建东 崔缤予

上海数字法院建设期间，法官、法官助理、司法行政人员、诉

讼参与人、社会公众等各界代表以建设者、使用者、见证者等身

份参与其中，他们与数字法院有怎样的故事？ 上海市奉贤区人民

法院奉城人民法庭法官助理梅杨讲述了自己的故事。

问： 听说你参与建设的

应用场景， 是上海法院首批

嵌入审判办案系统推广使用

的应用场景？

答： 是的， 这个场景的名字叫

“委托理财合同纠纷案件涉非法吸收

公众存款罪提示预警”。 我之前在民

事审判庭、 商事审判庭工作过， 发

现一些委托理财合同纠纷案件中，

个别被告打着委托理财的幌子， 行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之实。 即使法院

依法判决他们赔偿相应损失， 案件

结束后， 他们还有可能继续实施非

法行为， 导致更多的受害者出现。

根据我国相关法律规定，非法吸

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达到一定

金额或者涉及一定人数，就可能构成

犯罪。 但是，由于数据未实现完全畅

通，民事案件的承办法官无法立即获

知被告在他案的情况，可能将实质的

“非吸”纠纷作为普通民事案件处理，

导致犯罪分子逃脱刑事制裁。

困局如何解？ 上海数字法院建

设期间， 我们联合青浦法院申报研

发了“委托理财合同纠纷案件涉非

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提示预警” 场景

模型， 通过将不同法院、 相同被告

所涉的委托理财合同纠纷案件数量

及涉案金额进行累计， 对符合一定

条件的， 向承办法官发送预警提示。

问： 作为探索者， 你们遇到的

最大挑战是什么？

答： 最大的挑战是确定筛查规

则。 如果筛查规则设置得过严，可能

一条预警线索也没有。如果筛查规则

设置得过宽， 可能会找到很多线索，

但又不准确。 为此，我们想了很多办

法。比如，我们研究后发现，可以根据

风险度排序。因为委托理财合同纠纷

案件进入民事诉讼程序，如果法官判

断涉刑，会裁定驳回起诉，并移送公

安部门处理。 这就意味着，驳回起诉

案件的被告存在着较大涉刑风险，所

以我们在拟定筛查规则时，首先将起

诉达到一定次数、结案方式为驳回起

诉的案件被告筛查出来。

这样的挑战还有很多。 虽然过

程艰辛， 但最后场景成功嵌入审判

办案系统， 我也荣获上海数字法院

建设工作先进个人， 感到非常开心

和自豪。 作为一名法律工作者， 能

够惩治犯罪分子、 避免更多人受害，

是我们的本心。

问： 你在数字法院建设工作审

判管理监督应用场景业务专班期间，

主要从事哪些工作？

答： 主要是规程制定和沟通协

调。在数字法院建设期间，每个方案、

机制的出台和实施，往往涉及多个部

门的配合、多家法院的协作。 举个例

子，截至目前，上海法院已研发场景

模型 900 项。 相应模型每天 24 小时

滚动筛查、发送提示预警，成效如何？

如果法官一次收到的预警信息太多，

来不及处理，该怎么办？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分管院领

导和数字法院建设专班研究后，提出

优化场景提示方式。 为此，我们尝试

建立分级、分类推送机制，也就是按

照场景提示内容对于审判辅助的重

要程度，为法官们展示不同的提示方

式。 在此过程中， 我们首先要联系

业务条线， 明确各应用场景的轻重

缓急系数； 然后对接信息技术条线，

确保技术上的可行性。 另外， 我们

在排查中发现， 个别场景推送频繁

且法官反馈的“无帮助率” 比较高，

就需要重新评估该场景的实效性，

通过与项目组协调修改等方式， 避

免造成信息冗余。 目前该项工作还

在有序推进中。

问： 你在专班期间， 还参与了

上海数字法院的推介工作， 而且是

向外国友人进行推介？

答： 是的。 近年来， 经常有外

国代表团访问上海法院， 为更好地

向他们介绍上海数字法院建设实践，

我们组建了宣介小组。 作为其中一

员， 我承担了部分宣介稿的写作工

作， 也收获了珍贵的经验。

一是 “用对方听得懂的语言”。

比如， 为了说明数据综合使用的作

用，我们尝试援引国际通行事例———

全球零售业巨头沃尔玛对消费者购

物行为的相关分析，啤酒和纸尿裤摆

在一起销量更高。 与此类似，单独看

一类数据，也许不觉得有什么，但是

将不同类别的数据互联互通以后，就

会发现其中隐藏的问题。

二是 “了解双方的共通点”。 比

如，在撰写泰国代表团来访宣介稿之

前，我们通过查阅了解到网约车治理

是双方共同的需求。上海法院研发的

“网约车司机禁业限制风险预警”应

用场景，为加强网约车司机管理开辟

了新路径，于是我们有针对性地介绍

了这个场景的研发原理和使用情况。

讲好上海数字法院故事没有终

点。现在，我回到奉贤法院，仍然在撰

写法宣文章、报送信息简报，继续宣

介数字法院建设的“奉贤”经验。

问： 从探索者到组织协调者，

再到宣传推介者， 三次转变中， 你

收获了什么？

答： 首先是跳出舒适区的勇气。

在数字法院建设过程中， 困难是肯

定存在的。 但是通过一次次修改完

善， 我们最终攻克所有难关， 这样

的机遇对于我而言难能可贵。

其次是更多的理解和共情。 在

基层法院参与研发场景时， 我对个

别的相关工作要求并不是特别理解。

但等我真正参与进来， 理解了顶层

设计的考虑后， 做事情就更加得心

应手了； 真正理解组织协调工作的

缜密后， 也体会到了所有人的不易。

问： 如果对数字法院建设说一

句话， 你想说什么？

答： 希望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

数字法院建设成果能在更大范围内

被广泛使用， 给更多人带来帮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