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商报2020.7.23 2
责编 肖涌刚 美编 高蕾 责校 唐斌 电话：64101946��bbtzbs@163.com

政经

7月22日，最高人民法院联合国家发改委

共同发布《关于为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体制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的意见》。

以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建设高标准市场体

系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从市场主体、产权保

护、公平交易、市场秩序、民生保障、服务开

放、高效解纷等7个方面，提出31条贯彻意见。

其中不乏针对当下热点司法问题的回应，例

如民间借贷利率司法保护上限设置是否过

高、频发的“互联网+”消费纠纷案件如何处理

等等。

“在起草《意见》的过程中，我们以刚刚颁

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为基准，以加

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司法保障为

主线，以实现产权有效激励、要素自由流动、

竞争公平有序、企业优胜劣汰等为目标。可以

预见，《意见》的颁布实施，对于新时代加快完

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将发挥更好的司

法服务和保障作用。”最高法审判委员会副部

级专职委员贺小荣表示。

24%利率是否过高

值得关注的是，《意见》明确提出修改完

善民间借贷司法解释，大幅度降低民间借贷

利率的司法保护上限，坚决否定高利转贷、违

法放贷行为的效力。

我国民间借贷市场是正规金融市场的必

要补充，对于缓解中小微企业融资难问题起到

了重要的作用。据悉，现行的民间借贷利率司

法保护上限源自2015年8月出台的《最高人民

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

题的规定》。其中规定，“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

未超过年利率24%，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约

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另外，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

36%，超过部分的利息约定无效。借款人请求

出借人返还已支付的超过年利率36%部分的

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最高法正在结合民法典的最新规定开

展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的修订工作，调整民间

借贷利率的司法保护上限是其中的重要内

容。”最高法民一庭庭长郑学林表示，在当前

形势下，降低民间借贷利率保护上限对于纾

解企业融资难、融资贵以及从源头上防止“套

路贷”“虚假贷”具有积极意义，也是最有效的

解决方案。

郑学林也表示，今年通过的民法典明确

规定，国家禁止高利放贷，借款的利率不得违

反国家有关规定。另外，民法典扩大了担保合

同的范畴，为非典型担保的裁判提供了法律

依据，这是担保观念上的巨大进步。《意见》在

服务企业融资方面明确指出，要依法认定保

理、所有权保留等非典型担保合同的效力，这

对于促进商事交易健康发展，扩大企业融资

担保方式具有重要作用。

此外，《意见》还指出，要规范金融市场投

融资秩序。依法严惩非法集资犯罪行为，坚决

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对以金融创新为名掩盖金融风险、规避

金融监管、进行制度套利的违规行为，《意见》

也明确要求，以其实际构成的法律关系认定

合同效力和权利义务，同时要研究制定针对

网络借贷、资管计划、场外配资、资产证券化、

股权众筹等金融现象的司法应对举措。

聚焦“互联网+”消费纠纷

从具体内容来看，《意见》提到服务保障

扩大内需战略，加大对“互联网+”领域涉及的

产品质量、旅游消费、教育培训、通讯服务等

消费纠纷案件的审判力度，依法认定设置消

费陷阱或者霸王条款等损害消费者权益的不

法行为及其法律责任，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如何加大审判力度？卓纬律师事务所管

理合伙人孙志峰向北京商报记者分析：“一方

面该文件明确提出了产品质量、旅游消费、教

育培训、通讯服务领域，从一个侧面反映以上

4个领域是互联网+领域消费纠纷反映较多较

集中的地方，故司法裁判可能会对以上4个领

域给予更多的关注。如该条提到的，将依法适

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特

别是惩罚性赔偿制度，加大对互联网+领域消

费欺诈、制假售假等行为的打击力度，加强对

涉及霸王条款等格式合同案件的处理力度，

依法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根据《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的统计数据，截至2020年3月，中国网络购物

（不含外卖、旅游、网约车、在线教育、视频、音

乐、游戏等）用户规模达7.1亿，较2018年底整

涨1亿，占网民整体的78.6%。随着网络消费的

发展，网络购物合同纠纷也逐年递增。

如近来火热的“直播带货”始终避不开“坑

多”的质疑，据中国消费者协会6月29日发布的

《“6·18”消费维权舆情分析报告》，“6·18”期间

消费者对于直播带货类的吐槽信息有11万多

条。由此也产生了大量的合同纠纷。中国消协

有关负责人表示，直播带货平台多、主体多、方

式多、涉及商品或服务种类多，需要明确权利

义务主体，尽快步入法治轨道。

“直播带货方面有法律的监管，但仍存在

两方面问题：一是平台审核机制不完善，二是

网络直播带货宣传不实。”浙江晓德律师事务

所主任陈文明告诉北京商报记者，直播带货的

行为本质是广告代言或广告发布，宣传主播及

网络平台理应严格遵守相关的法律义务。

对于依法妥善审理互联网交易纠纷案件，

《意见》也直指目前纠纷中的难点和堵点有所

表述。要求注意把握互联网交易合同订立的

特殊规则，依法认定互联网交易中电子合同、

预约合同、格式合同的成立生效要件。准确界

定电子商务平台运营者、平台内经营者、消费

者及知识产权权利人的权利义务关系。

探索虚拟财产保护

除了强化对于个人的民生司法保障，关

注民生领域的新变化，《意见》也将产权保护

放到重要位置。

《意见》明确，对于数字货币、网络虚拟财

产、数据等新型权益的保护，要充分发挥司法

裁判对产权保护的价值引领作用；打击针对

企业家和严重危害民营企业发展的违法犯罪

行为，依法追缴民营企业被侵占、挪用的财

物，完善财产返还和退赔制度。

在5月28日表决通过的《民法典》中，总则

篇中明确规定：法律对数据、网络虚拟财产保

护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在世界范围内，

将虚拟财产的保护写入民法典，是我国此次

编撰民法典的一项立法创举。”北京丰台法

院民事审判二庭法官助理庄永生告诉北京

商报记者。

据悉，因网络民事经济活动而形成的虚

拟财产的种类日益繁多、范围不断扩大，目前

对于虚拟财产的范围并无统一认识。庄永生

认为，恰是由于网络虚拟财产的法律性质界

定仍需要在实践中进一步探索，这是此次《民

法典》中仅作出原则性规定的原因。

而《意见》明确要求发挥司法裁判对产权

保护的价值引领作用，也正体现了数字时代

司法上的探索。在未来一段时间，不排除仍由

司法在个案审判中先进行探索。

北京商报记者 陶凤 王晨婷

最高法将降低民间借贷利率保护上限

上半年北京四项大气主要污染物齐降
北京商报讯（记者 陶凤 刘瀚琳）北

京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7月22日，北京

商报记者从市生态环境局获悉，2020年上

半年，细颗粒物（PM2.5）累计浓度为43微

克/ 立方米，同比下降8.5%，数值在2+26

城市中达到最低；在其他空气污染分项

指标中，可吸入颗粒物（PM10）、二氧化

硫（SO2）、二氧化氮（NO2）累计浓度均同

比降19%以上。

“上半年，全市累计优良天数为130

天，同比增加17天；累计空气重污染天数

为10天；地表水国家考核断面I-Ⅲ类水质

断面比例为64%，动态达到年度目标；全

市土壤环境质量总体良好。”市生态环境

局相关负责人表示，目前全市生态治理能

力持续提升。协同共治合力更强，生态环

境保护责任体系更加完善，工作机制更加

健全，区域联防联控更加深入。

在各项落地举措中，北京全市移动源

管控有突破。京津冀三地协同立法，《机动

车和非道路移动机械排放污染防治条例》

5月1日正式实施，8项配套政策陆续出台，

区域联动、部门协作进一步加强，重点查

处逾期未复检合格又上路行驶违法行为；

4.2万辆重型柴油车实施在线监控，4万余

台非道路移动机械完成编码登记。

在扬尘源管控方面，工地出入口道路

尘负荷监测压实“门前三包”责任，道路清

扫保洁水平进一步提升，卫星遥感监测行

业施工裸地，在受到3月、5月多次外来沙

尘影响的情况下，上半年全市降尘量同比

下降4.3%；挥发性有机物（VOCs）治理更

精细。退出一般制造业和污染企业68家，

开展61家重点企业深度治理，累计完成

1.5万家企业排污许可证核发登记，燕山

石化重点环节完成两轮泄漏检测修复，淘

汰国三汽油车1.7万辆。

在全面推进碧水保卫战方面，城乡统

筹共促减排。累计完成污水管线建设改造

2000余公里，全市污水处理能力达到

743.7万立方米/日；编制印发入河排污口

分类分级管控技术指南，完成试点区域内

现状排口排查；172个建制村开展农村环

境综合整治，252个村污水治理工程开工

建设。

同时，实施永定河生态补水，沿线地

下水位普遍回升；启动百项节水标准规范

提升工程、农业高效节水工程建设；流域

上下协作共治。实施密云水库上游潮白河

流域横向生态补偿协议，出境断面水质有

所改善。

在扎实推进净土保卫战方面，强化农

用地分类管控。全市耕地全部建立土壤环

境质量类别清单，受污染耕地采取了安全

利用措施；深化建设用地风险管控。8个受

污染地块完成风险管控和治理修复，实现

安全利用。污染地块安全利用率核算试点

工作顺利完成；狠抓污染源头管控。66家

土壤污染重点监管单位开展隐患排查，并

采取土壤污染预防措施；累计整治完成

150个非正规垃圾堆放点；持续开展化肥

农药减量增效等农业污染防治。

生态环境治理过程中，科技支撑更加

有效。据介绍，北京开展VOCs形成特征分

析、PM2.5和臭氧（O3）协同控制技术研究

等；科技助力“点穴式”执法，令执法监管

更加有力，固定源查处1369起、处罚3200

余万元，检查重型柴油车107万辆次，查处

近6万辆次，施工扬尘处罚1.04万起，公安

部门破获非法倾倒建筑垃圾刑事案件12

起、非法储存柴油案件1起；公众满意度不

断提升。

新华社电 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7月
22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说，7月21日，美方

突然要求中方关闭驻休斯敦总领馆，这

是美方单方面对中方发起的政治挑衅，

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严重违反中美领事条约有关规定，蓄意

破坏中美关系，十分蛮横无理。中方予以

强烈谴责。中方敦促美方立即撤销有关

错误决定。否则，中方必将作出正当和必

要反应。

汪文斌说，一段时间以来，美国政府

不断向中方甩锅推责，对中国进行污名化

攻击，无端攻击中国的社会制度，无理刁

难中国驻美外交领事人员，对中国在美留

学人员进行恐吓、盘查，没收个人电子设

备，甚至是无端拘押。此次美方单方面限

时关闭中国驻休斯敦总领馆，是美对华采

取的前所未有的升级行动。

他说，中方一贯坚持不干涉别国内

政原则，渗透、干涉别国内政从来不是

中国外交的基因和传统。中国驻美外交

机构始终致力于促进中美两国人民互相

了解和友谊。中方根据《维也纳外交关系

公约》和《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为美驻

华外交机构和人员履职提供便利。反观

美方，去年10月和今年6月两次对中国

驻美外交人员无端设限，多次私自开拆

中方的外交邮袋，查扣中方公务用品。由

于近期美方肆意污名化和煽动仇视，中

国驻美使馆近期已经收到针对中国驻

美外交机构和人员的炸弹和死亡威胁。

美驻华使馆网站更是经常公然刊登攻

击中国的文章。相比之下，是谁在干涉

别国内政，是谁在搞渗透、搞对抗，事实

一目了然。

汪文斌说，美方声称美中关系不对

等，这是美方的惯用借口，毫无道理。事实

上，单就中美驻对方国家使领馆数量和外

交领事人员数量而言，美方远远多于中

方。“我们敦促美方立即撤销有关错误决

定。如果美方一意孤行，中方必将采取措

施坚决应对。”

美要求中方关闭驻休斯敦总领馆
外交部：强烈谴责！必将作出正当必要反应北京商报讯（记者 陶凤 吕银玲）补短板

扩内需，新型城镇化建设是今年宏观政策一

大着力点。7月22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强

调，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是内需最大

潜力所在和“两新一重”建设的重要内容，对做

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稳住经济基

本盘具有重要意义。如何加强新型城镇化建

设？会议强调要引导促进多元化投入支持，包

括地方专项债资金支持、引入社会资本投入

等等。

具体而言，立足于加强城市短板领域建设，

围绕农民进城就业安家需求提升县城公共设施

和服务水平，此次国常会提及了新型城镇化建

设的三个重点方向：

一要针对防疫和防汛防灾减灾中暴露出

的问题，着力加强公共卫生体系和相关设施建

设；二要着眼满足群众改善生活品质需求，加

快推进老旧小区改造；三要针对大量农民到县

城居住发展的需求，加大以县城为载体的城镇

化建设。

其中，后两者分别对应了近期相关部门出

台的具体实施方案，即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

的《关于全面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工作的指

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以及国家发改委此

前发布的《关于加快开展县城城镇化补短板强

弱项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

在老旧小区改造方面，《意见》明确今年计

划开工的是3.9万个，涉及居民近700万户。住建

部副部长黄艳7月21日介绍：“根据各地上报汇

总的情况，在6月底，现在已经启动了将近50%

的工程。”

在县城城镇化补短板方面，《通知》从公共

服务设施、环境卫生设施、市政公用设施、产业

培育设施等四大领域提出了17项建设任务，涵

盖优化医疗卫生设施、教育设施、养老托育设

施，推进市政交通设施、市政管网设施、配送投

递设施等方面。

不过，如此大规划的城镇化建设，需要的资

金不在少数。如何解决资金难题，一直是市场关

注的焦点。

此次国常会强调，要引导促进多元化投入

支持新型城镇化建设。完善公益性项目财政资

金保障机制，地方政府专项债资金对有一定收

益、确需建设的公共设施项目予以倾斜。发挥

财政资金撬动作用，建立公用事业项目合理回

报机制，吸引社会资本投入，积极引导开发性、

政策性和商业性金融机构加大中长期信贷支

持。各地要加强项目储备和开发，逐步解决城

市发展历史欠账。坚决防止搞脱离实际的形象

工程。

对于老旧小区改造，中央预算内投资安排

543亿元。“目前已经全部下达完毕。”国家发改

委固定资产投资司负责人刘世虎称，中央预算

内投资主要支持供水、排水、道路等与小区相关

的配套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养老、托育、无障碍、

便民服务等小区及周边的配套公共服务设施建

设。其中，中央预算内投资将向排水等公益性改

造内容倾斜。

而在黄艳看来，“光靠财政是不可持续的，

需要社会力量参与和金融支持”。

“在资金方面，需要探索出一些新的盈利模

式，让多元化投资成为一种可能。社会化投入多

元方式应该是一个创新的过程，不拘泥于某个

方面。”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农业产业商会

新乡村建设专家委员会主任孙文华说。

《意见》明确要建立改造资金政府与居民、

社会力量合理共担机制。以引入社保资本为例，

刘世虎谈到，各地方应建立存量资源整合利用

机制，合理拓展改造实施单元，盘活存量房屋设

施和低效土地，统筹小区内地下空间、公共房

屋、闲置的堆煤场和锅炉房，以及小区周边公共

房屋和低效利用的工业用地、非住宅用地、空

地、荒地以及厂房等，以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等

模式，工程总承包等方式引入社会资本参与改

造建设，主要用于提供养老、托育、停车等公共

服务设施，加快解决“一老一小”和停车难等民

生难题。对加装电梯、养老、托育、停车、便民市

场等一定盈利的改造内容，要鼓励社会资本专

业承包单项或多项。

同时，开发性、政策性和商业性金融机构也

可发挥作用。例如，“按照市场化、法治化原则加

大信贷支持力度，支持小区整体改造和水电气

暖等专项改造项目。商业银行加大产品和服务

创新力度，在风险可控、商业可持续的前提下，

依法合规对实施城镇老旧小区企业和项目提供

信贷支持。支持规模化实施运营主体运用公司

信用类债券、项目收益票据等进行债券融资”。

刘世虎说。

新型城镇化怎么建？国常会强调多元化投入

24% 36%

指民间借贷约定的利率未超
过年利率24％的，这一区域是
受法律保护的。

指民间借贷约定的利率超过年
利率36％的， 超过部分的为无
效约定， 借款人已支付的超过
年利率36%部分的利息， 即使
借款人已经支付了该利息的，
超过年利率36%部分的利息借
款人也可以要求返还。

司法保护区

根据2015年8月出台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
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

司法保护区 无效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