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 -

安阳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

第十一次会议文件（13）

关于全市法院民营经济发展司法保障工作情况

的调研报告

——2024 年 6 月 27 日在安阳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上

安阳市人民代表大会监察和司法委员会

市人大常委会：

按照《河南省人大常委会听取和审议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民

营经济发展司法保障工作情况报告的实施方案》的要求和市人大

常委会 2024 年工作要点安排，5 月至 6 月，市人大监察和司法委

员会组织部分市人大常委会委员、市人大监察和司法委员会委员、

市人大代表、法律专家对法院关于民营经济发展司法保障工作进

行了调研。调研组一行先后到滑县人民法院、滑县道口画宝刚烧

鸡有限责任公司、河南华泰粮油机械股份有限公司、河南省艾迪

嘉家具有限公司实地了解县区法院服务民营经济发展情况。邀请

市法、检“两院”和龙安区法、检“两院”、市人大监司委部分

委员、律师代表、企业家代表召开座谈会，听取各单位专题汇报，

与会人员交流座谈。同时，还委托其他县（市、区）人大常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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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项工作进行调研。现将调研情况报告如下：

一、总体工作成效

2021 年以来，全市法院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经济思想，认真落实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优化法治环境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指导

意见》，立足审判职能，扎实推进营商法治环境建设，出台了一

系列服务保障民营经济发展的重要举措，为强市建设提供了坚强

有力的司法保障。

（一）注重制度建设，保障民营经济健康发展。

全市两级法院高度重视，认真履行服务保障民营经济发展的

政治责任、法治责任、审判责任。组建工作专班，建立由立案、

审判、执行、纪检监察等部门组成的联席会议机制，各基层法院

均成立相应组织，上下联动，同向发力。在“我为强市建设做贡献”

大讨论活动中，安阳中院党组着眼支持和服务强市建设重大任务，

秉持能动司法理念，立足法院工作实际，出台了《精准服务企业·护

航强市建设》20 条措施，全市各基层法院共 290 名员额法官分包

企业 969 家，接续开展“司法服务惠千企”“服务企业年”等助

企纾困专项行动。

（二）聚焦主责主业，优化民营经济营商环境。

在办理各类案件中，积极发挥审判职能，为民营经济发展营

造公平、稳定、可预期的法治环境。一是强化刑事打击维护市场

秩序。近三年来，依法审结各类侵犯企业合法权益、破坏市场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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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秩序等经济犯罪案件 1652 起，助推市场平等健康发展。二是加

强知识产权依法保护。推行知识产权案件集中管辖，深化知识产

权民事、行政、刑事案件“三合一”审判，提升知识产权司法保

护整体效能，依法审结知识产权案件 2747 起。三是助力产业发展

培育。结合各县（市、区）产业特色，探索成立特色审判团队，

例如安阳县法院成立了“智能制造产业纠纷”合议庭，内黄县法

院探索成立了“康复产业园区巡回审判点”，北关区成立“建筑

业巡回法庭”，配强更专业的团队，提供更便民的司法服务。

（三）加大执行力度，维护民营企业合法权益。

一是开展涉企案件执行攻坚。建立涉企案件执行绿色通道，

设置专业涉企案件执行团队，加大智慧执行 APP 推广及应用监管，

接续开展“豫剑执行”“夏日飓风”等专项活动。二是强化强制

措施运用，全力兑现企业胜诉权益。近三年来，执结涉企案件 4.04

万件、执行到位金额 99.57 亿元。三是坚持善意、文明执行理念，

对中小企业因资金流动困难不能清偿执行债务的，积极引导执行

和解，促成执行和解 3086 件。四是妥善适用失信企业信用修复制

度。在失信联合惩戒“负向”倒逼的同时，建立守信联合修复的“正

向”激励机制，对已自觉履行还款义务的 192家企业予以信用修复，

让企业继续发展。

（四）履行诉外职能，持续提升服务民企水平。

积极回应企业关切，运用法治方式促进民营企业规范治理、

规范经营。一是建立合同参考范本资料库。为解决企业在生产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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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中遇到的法律难题，结合民事审判常见案件类型，印发了常用

民事合同参考范本，包括了企业常用的买卖合同、租赁合同、劳

动合同、股权转让合同等 18 类，全市法院在走访企业过程中向企

业发放，供参考选用。二是着力加强涉企纠纷源头化解工作。将

“调解优先”理念贯穿执法办案全过程、各环节，强化与工商联、

企业联合会等政府职能部门、社会行业组织的沟通交流，聘用行

业企业专业人才成为法院特邀调解员，凝聚合力，强化诉前调解。

二、存在的问题

全市法院虽然在保障民营经济发展中起到了助推作用，但对

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优化法治环境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指

导意见》的要求、我市民营经济发展的需求和广大民营企业的诉求，

还存在一些短板和不足，主要表现在：

（一）在依法保护民营企业产权和企业家合法权益方面：一

是公权对私产的尊重有待加强。一些地方和部门在招商引资、项

目建设上有诚信缺失，导致民营企业投资收益权得不到有效保障，

需重视对企业产权的司法保护。二是涉民营企业案件中久拖“不

立、不审、不结、不执、不纠、不破”现象时有发生，让部分民

营企业产权、人身权得不到有效保障，有的还导致民营企业生产

经营出现严重困难，甚至破产倒闭。

（二）在维护统一公平诚信的市场竞争环境方面：一是对知

识产权保护的力度需要加强。目前，我市新兴产业、高端装备行

业和“专精特新”企业不断壮大，随之产生的知识产权纠纷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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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增多，知识产权司法保护还存在缺乏专业性人才、赔偿标准

比较低等问题。二是对虚假诉讼、恶意诉讼的甄别和线索排摸力

度仍需加强。与公安、检察等部门的沟通机制有待进一步完善，

对试图进行虚假诉讼、恶意诉讼的人要进行严厉打击，并起到有

效警示的作用，努力构建起良好的诉讼环境和市场竞争环境。

（三）在运用法治方式促进民营企业发展和治理方面：一是

民间借贷市场不规范等问题亟须规制。由于受当事人法律意识、

风险意识不足等影响，中小企业主动聘请法律顾问的意识比较欠

缺，很多民营企业未能回避本应回避的风险，民间借贷不规范现

象亟须予以规制、引导、提醒。二是在解决中小微企业融资难、

融资贵问题上，要依法妥善审理金融借款纠纷案件，依法规范融

资秩序，加大企业融资支持，营造安全稳定金融环境。三是法律

宣传和服务的针对性有效性还有待提高。特别是针对科技创新、

公司股权等方面的普法宣传还不够精准，涉企法律法规和惠企政

策的宣传推广不够及时，法律宣传服务仍浮于表面。

（四）在持续提升司法审判保障质效方面：一是思想认识不

够统一，存在“上热下冷”现象。最高法、省高院在促进民营经

济发展壮大方面出台了一系列文件，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有的

一线执法办案人员政治站位不高，对上级政策文件精神领会不够

全面，对法律法规的理解把握不够准确，容易就案论案、机械执法、

机械办案，忽视了办案的政治效果和社会效果。二是司法理念与

人民群众的期待还有差距。依法保障民营经济发展的重要性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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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足，积极主动作为劲头不够 ; 平等保护司法理念欠缺，导致民

营企业的合法权益得不到平等、及时、有效的保护。涉企案件近

三年呈增多趋势，涉企信访实质性化解的难题仍然存在。三是涉

企审执工作机制仍需进一步完善。涉企案件快速反应机制还不到

位，有的涉企民商事案件审理和执行时间过长，一定程度上加重

了民营企业诉累。近三年涉企案件的执行到位率 41.15%，还需要

进一步兑现企业胜诉权益。一些案件财产保全措施不够规范的现

象依旧存在，涉担保类案件中，对债务人财产的执行力度有待强化。

三、几点建议

民营经济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力军，是推动安阳高质量

发展的重要基础。对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法院民营经济发展司法

保障工作，我们建议：

（一）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增强服务保障民营经济发展壮

大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要在持续优化民营经济发展法治环境中做

实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贯彻落实好服务保障民营企业健康

发展的各项政策，准确把握法院在营商环境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和

职责使命，进一步出台有针对性的具体工作措施，推动涉企案件

得到依法公正高效解决，确保民营经济司法保障各项工作落实到

位、取得实效。

（二）进一步提升审判质效，强化服务保障民营经济发展壮

大的法治保障。全市法院要兼顾公平与效率，坚持平等保护司法

理念，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在依法保障民营经济上出实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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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法治方式促进民营企业发展。一要依法稳慎审理涉民营企业

案件。推动涉企案件得到公正高效的审理和执行，畅通“涉企、

涉产权案件绿色通道”，最大力度保障涉企案件快立、快审、快结、

快执，坚决防止因“程序空转”而加重民营企业诉累，最大限度

降低企业司法成本。二要强化刑事打击维护市场秩序。依法打击

垄断和不正当竞争行为，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依法严厉惩治

虚假诉讼，维护公平诚信的市场竞争环境。三要坚持治罪与治理

并重，深入推进涉案企业合规改革。人民法院要与检察机关共同

做好涉案企业刑事合规改革，充分利用第三方合规监管机制，确

保合规整改落到实处，从源头预防和减少企业重新违法犯罪。四

要发挥能动司法，支持民营企业市场化重整。坚持市场化、法治

化原则，引导民营企业充分利用破产重整、和解程序等制度功能，

及时保全企业财产、阻止债务膨胀，通过公平清理债务获得重生。

（三）进一步延伸司法职能，提高服务保障民营经济发展壮

大的能力与水平。全市法院要在充分发挥司法职能的基础上，延

伸服务职能，聚焦企业涉诉难题，为推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注

入司法动能。一要引导企业守法合规经营，强化防范风险意识，

帮助企业积极应对新形势新挑战，引导企业主动适应“新发展理

念”“新发展格局”“新质生产力”对民营经济发展提出的新要求，

推进民营企业在法治轨道上健康发展。二要积极融入市域治理大

格局，促进民营企业纠纷实质性化解。构建“府院联动”新格局，

与政府共同搭建良性沟通机制，就涉拆迁租赁、建设工程、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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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管理等重点领域涉诉信访、矛盾纠纷状况，定期提供释法解

答和风险研判，加大诉源治理力度 ，充分发挥矛盾纠纷预防化解

职能作用。

（四）进一步精准对接需求，加大服务保障民营经济发展壮

大的针对性和实效性。一要坚持问需企业，打造“政企互动”新

图景。组织法官走进企业生产一线，了解企业对于营商环境、权

益维护等方面的司法需求，掌握企业经营现状与困难，为企业改制、

经营抉择、破产重组等问题提供法律咨询，引导企业把风险控制

关口向前推移。二要提供高效便民的诉讼服务。引导当事人通过

人民法院在线诉讼服务小程序和河南诉讼服务网参与线上诉讼，

完善智慧法庭、一体化办案平台、律师服务平台的应用，减轻企

业诉累，提升诉讼服务便民化水平。三要持续加大普法宣传精准度。

主动送服务、送政策、送法律到企业，对企业反映的困难和问题

现场进行答疑解惑。精准对接企业法律和政策需求，提高涉企法

律法规和惠企政策的知晓度、落实率。

签发：董国禄                                   校对：张 源 

安阳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                                2024 年 6 月 26 日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