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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俊松

5 月 17 日，全国工商联在北京举办了首

届民营经济法治建设峰会。

峰会现场，一份由 15 名民营企业家发起

的《法治民企倡议书》公布。作为发起人之一

的柳传志说，他发起过很多份倡议书，这是最

有意义的一份，“没有之一”。

这份倡议书发起者的阵容十分强大，堪

称民营经济的代表人物和砥柱中流。他们是：

联想控股公司董事长柳传志、腾讯公司董事

局主席马化腾、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北

京叶氏集团董事长叶青、浙江吉利控股集团

董事长李书福、正泰集团董事长南存辉、武汉

高德红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黄立、陕西荣

民控股集团董事长史贵禄、百度公司董事长

兼 CEO李彦宏、红豆集团董事局主席周海江、

传化集团董事长徐冠巨、石家庄君乐宝乳业

有限公司总裁魏立华、狗不理集团董事长张

彦森、百步亭集团董事局主席茅永红、物美科

技集团创始人张文中。

其中 14 位或是在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

大会上被党中央国务院授予“改革先锋”称

号，或是位列中央统战部、全国工商联推荐宣

传的“改革开放 40 年百名杰出民营企业家”

名单。

为什么法治对民企如此重要？

改革开放 40 余年来，我国民营经济不断

发展壮大，取得了“56789”的好成绩，即贡献

了 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

值、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的城

镇劳动就业、90%以上的企业数量。

市场竞争、企业管理、人身安全，无不与

法治息息相关。

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说，民营经济的

壮大、民营企业的发展，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法律体系日益健全的伟大进程中取得的。

“因为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更是民营企业

行稳致远的坚实保障。”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刘俊海认为，

企业家不仅要有情商和智商，还需要有“法

商”。

“法商思维的匮乏是民营企业法律风险

频现的根源。”刘俊海说，法商思维的核心是

认知法律风险、胸怀法律信仰、善用法律逻

辑、定位法律角色、注重法律细节。

目前来看，民营企业自身有不少不规范

的地方，比如股权管理、控制权的取得与传

承、公司决策制度、社会责任承担等，有可能

会衍生出法律问题。

刘俊海因此说，民营企业家要规范市场

行为，守法经营，既要遵守法律，更要尊重

法律。

而从企业家角度来看，他们十分看重市

场准入、产权保护和人身财产安全，良法善治

既是“护身符”，又是“好帮手”。

在倡议书中，15 名企业家提到，谋发展，

有法治思维；建诤言，有法理思考；打交道，有

守法之德；搞经营，有法商意识；谈诉求，有用

法能力；维权益，有法律之据。

同时，在经营管理和政商交往中做到不

破底线、不越红线、不忘规矩、不损形象。

法治环境加速改善

民有所求，必有所应。

2018 年 5 月 31 日，最高人民法院宣判物

美集团创始人张文中无罪，这一判决引起高

度关注和热烈反响。

张文中说，“5·31”的判决让法治阳光普

照民营企业家的心田。

今年两会，最高法总结 2018 年主要工作

时表示，依法平等保护民营企业和企业家合

法权益。

其中提到，“加大涉产权刑事申诉案件清

理力度，再审改判张文中无罪，依法甄别纠正

一批涉产权冤错案件，发布两批 13 个典型案

例，传递党中央依法保护产权和企业家人身

财产安全的强烈信号，稳定社会预期。”

事实上，仅在去年 11 月的民营企业座谈

会以来，法治层面支持民营企业发展的措施

就不断出新。

司法部出台了《关于充分发挥职能作用

为民营企业发展营造良好法治环境的意见》，

被企业家称为“司法部保护民企 20 条”，同时

全面推进行政执法公示制度、执法全过程记

录制度和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

最高检规范办理涉民营企业案件执法司

法标准，梳理了如何严格适用非法经营罪等

11 个相关问题；

最高法强调，尽快出台司法解释和规范

性文件，明确经济纠纷中罪与非罪的界线，坚

决防止利用刑事手段干预经济纠纷；

《优化营商环境条例》被列为国务院 2019
年立法工作计划

……

如果把时间再拉长一些，不难发现，稳定

的法治环境正不断稳定和改善民营企业家的

预期。

陕西荣民控股集团董事长史贵禄说，这

些政策很给力，让民营企业家吃下专心创业、

放心投资、安心经营的“定心丸”。

李大进是一家律所的合伙人，他认为企

业家对安全的观念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以

前有关系是安全的，有厚厚的钱财是安全的，

现在已经变为从找关系到找制度，从找钱财

到找法律知识”。

全国工商联表示，要营造良好的营商和

法治环境，在法律法规、政策措施落地的

“最后一公里”下大力气、做实功夫，厚植

民营企业发展的法治土壤，为民营经济人士

聚精会神谋发展、心无旁骛干事业提供有力

保障。

而这，已经成为从中央到地方的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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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在“搅动”
这杯现磨咖啡？

在进入中国的第 19 个年头，这家老牌咖

啡连锁最终也没能逃过线上服务的“真香定

律”，甚至把这一模式照搬回大本营西雅图。

小众的归小众、巨头的归巨头
老牌连锁“放下身段”的同时，现磨市场

还引来如百胜中国这样的餐饮巨头。在 3 月

13 日举行的百胜中国 2019 年投资者会议

上，百胜中国宣布将进一步加码咖啡业务。

K COFFEE 和 COFFii&JOY 的入局意味着坐

在快餐店里也可以点上一杯现磨，消磨一个

悠长的午后了。

在街区深处，另一群消费者寻着咖啡香

气，钻进了一家其貌不扬的小馆。他们有着挑

剔的关注点———氛围、口感、甚至对于手中一

杯咖啡的审美，也正因此，精品咖啡馆被许多

文艺青年当做“打卡”一座城市的索引。

在一排咖啡器具一侧，咖啡豆的产地和

制作设备成了客人们更愿意聊到的话题，一

个小小的咖啡馆承载的是都市文化甚至更

多。Blue Bottle、%Arabica、Tim Hortons 等一

批源自日本、加拿大、美国等地的精品咖啡佼

佼者扎堆抢滩中国一二线城市，并迅速跻身

当地网红店榜单，与此同时，本土精品咖啡品

牌也纷纷在资本的助推下崭露头角。

或许归因于逐步崛起的中国中产阶层，

或许归因于外卖咖啡对国人“现磨”认知的迅

速唤醒，“触网新贵”通过烧钱加速消费者培

养和教育的同时，也让更多人可以一窥这一

市场空间，这场如火如荼进行中的咖啡赛道

战事未必就是一场“不是你死就是我亡”的殊

死竞争。至于瑞幸赴美上市，就是另外一个故

事了。

与此同时，瑞幸咖啡创始人 CEO 钱治亚

依旧没打算停止她的步伐。

年初，钱治亚便表示，“2019 年瑞幸咖啡

还将全速前进”。今年，瑞幸计划新建超过

2500 家门店，总门店数将超过 4500 家，并希

望在门店和杯量上全面超过星巴克，成为中

国最大的连锁咖啡品牌。

考验才刚刚开始
同样是“烧钱换市场”，OFO 没能等来预

想的结局；而美团尽管圆了上市梦，但现今的

日子似乎也并不好过。

那么，对于瑞幸来说，它的未来又将面临

什么呢？

一方面，以咖啡起家的瑞幸背后还有一

个千亿级的大市场等待深耕。

数据显示，2017 年为人均 1.2 杯咖啡，到

2023 年则增至人均 5.5 杯咖啡，中国咖啡市

场的年复合增长率为 32.3%。与此同时，2018
年，中国咖啡市场的规模为 390 亿元，到 2023

年预计增长到 1579 亿元。

“以中国现在的咖啡市场来看，虽然没有那

么大，但是还是能够容得下两家星巴克。星巴克

现在的市值 789亿美金，如果我告诉你，你给我

100亿美金，我可以再造一个星巴克，会有人相

信的。投资人就是赌这个。”第一资产首席投资

官吕晓彤早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

另一方面，细心的朋友还会发现，现今的

瑞幸早已囊括了咖啡，果汁，轻食，午餐，休闲

食品等产品。

“未来，luckin会扩展其他围绕目标客群需

求的快销品类，这是我们的思路”，刘绍强解释

到，“可以把它对标成没有物理货架的 7-11，只
是瑞幸的 SKU（库存量单位）会窄，不会做 2000
个 SKU（库存量单位），区别在这。”不过，理想很

丰满，现实却是在“便利店”场景下，竞争对手更

多，竞争市场也将更为激烈。价格、物流、平台产

品的丰饶性都是需要面对的问题。

这只仅用了 20 个月便上市的“独角兽”，

究竟能否跑出一个新的商业故事？

■ 新华社记者 宋玉萌 颜之宏

为了满足资金需求，不少年轻人都有通

过各种互联网金融 APP 借款的经历。近日，一

款名为“小米金融”的 APP 遭诸多用户“集中

吐槽”。

许多用户反映，自己莫名其妙“被逾期”

了，即根据合同约定在还款日足额将款项打

入小米金融 APP 内，却收到了资金出借

方———民生银行的“逾期警告”短信。根据银

行提示信息，许多消费者担心，自己的“逾期

记录”很可能已经被上报至相关“征信系统”，

从而影响自己的信用记录。

正常还款，
为何收到银行通知“逾期”？

近日，有不少用户集中在网上发帖称，自

己在小米金融 APP 上的借款在 5 月 10 日按

时还款后，却陆续从 14 日起收到资金出借

方———民生银行的“逾期警告”短信，警告称

其还款逾期，并将把逾期信息报送至“金融信

用信息基础数据库”。

记者加入了几个名为“小米金融逾期问

题”“逾期短信问题”的 QQ 群，这些群的规模

已超过 200 人，基本都遭遇了同一问题。

30 岁的用户林先生向记者展示了自己收

到的“逾期短信”。他表示，自己是小米手机用

户，小米手机均预装小米金融 APP。他在约 1
年前开通了小米金融，办了总共大约 5 万元

的贷款，每一笔都按期归还，已经几乎快还清

了，没想到，快还完的时候突然遭遇“被逾

期”。

来自湖南的陈先生表示，自己正是 14 日

收到民生银行“逾期”短信的。陈先生向记者

展示的小米金融 APP 上的还款记录显示，其

于 5 月 10 日手动足额还款，但仍于 14 日收

到来自民生银行的“逾期”短信。

“我们把钱还给了小米金融，难道平台没

有把钱打给银行？这笔钱究竟去了哪儿？”陈

先生对此非常苦恼，“如果真的上了征信，五

年之内我的生活都会受到严重影响。”

还有消费者在微博平台上质疑，小米公

司是不是将用户的资金短期挪作他用了？

“年轻人的第一次逾期”？

“天眼查”资料显示，小米金融 APP 隶属

于上海小米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北京小

米支付技术有限公司是其唯一股东，其经营

范围为金融信息服务（除金融业务），接受金

融机构委托从事金融信息技术外包、金融业

务流程外包等内容。

一位用户对记者表示，自己从使用小米

手机开始成为小米系列产品的“粉丝”，小米

手机都会预装小米金融 APP。
记者注册小米金融 APP 发现，一般用户

只要完成身份证信息填写和人脸识别步骤

后，就能至少得到 1.7 万元的贷款额度。记者

尝试贷款 10000 元，选择类型为个人日常消

费、12 个月期限后，显示总利息为 1006.6 元，

年息超过 10%，满足条件最高可得到 30 万元

的贷款额度。

有用户表示，稀里糊涂借完钱之后都没

弄明白，为什么在小米金融 APP 上借的钱，却

是民生银行来发送“逾期警告”短信？

据业内人士介绍，“小米金融”实际上在

此次事件中扮演了“信息中介”的角色，将银

行等金融机构的资金与有借款需求的借款者

“撮合”起来，从中收取一定的佣金。根据合同

约定，用户需要通过小米金融 APP 进行还款

操作，小米金融再将用户的还款转入放款银

行。此次问题的出现可能主要是小米金融向

银行还款过程中出现了问题。

由于此前小米手机曾被许多网友戏称为

“年轻人的第一款手机”，此次事件发生后，许

多维权的消费者苦笑着说自己这是遭遇了

“年轻人的第一次逾期”。

专家：金融安全是底线 互联网
平台尤应谨慎

15 日，小米金融通过微博官方账号表示，

小米金融由于和民生银行对接系统因故出现

异常，导致少量用户的还款信息未及时更新，

目前已经协同制定了解决方案，将在 30 天内

根据实际还款情况更新正确信息。

林先生表示，根据他了解的情况，这次受

影响的人大多数都是小米手机用户。在采访

中记者也发现，受此次事件波及的用户以年

轻人为主，基于对互联网大企业的品牌信任，

同时也是对互联网金融平台更便捷的借款流

程的信任，从而选择了小米金融平台借款。

但目前小米金融发布的情况说明，林先

生和陈先生等用户均表示非常不满意，他们

认为自己真正关心的征信问题并没有得到足

够的知情权。用户较集中的疑问是，民生银行

是否已经向有关部门上报逾期？上报的逾期

能否彻底删除并且没有任何记录？逾期处理

的进度是怎样的？目前这些问题并没有得到

小米金融和民生银行的明确回应。

还有受此事件影响的用户向记者反馈

称，小米金融客服企图通过“发放 100 元还款

免息券”的方式来安抚用户，对此他们表示无

法接受。许多用户对记者表示，对于民生银行

来说，发现同一服务渠道的贷款用户批量逾

期，难道不需要跟用户本人确认一下还款能

力，就如此武断确认为逾期上报吗？

有业内专家表示，许多互联网公司借助

强大的终端平台跨界至金融服务领域，但此

次事件为大家敲响警钟，在金融服务领域，安

全不应该是“可选”服务，应该是金融服务不

可逾越的底线，互联网平台应更谨慎对待消

费者金融安全。

■ 颜之宏 宋玉萌

近日，“小米金融”遭遇年轻用户的“集体

吐槽”———明明通过小米金融平台按时履约

还款，却被资金出借银行发送“逾期警告”短

信，甚至还有被征信留下“污点”的风险。而小

米金融官方语焉不详的致歉声明，依然让许

多用户表示“看不明白”。

在小米金融给用户的公开说明中，小米

金融表示“由于和民生银行对接系统因故出

现异常，导致少量用户的还款信息未及时更

新”。但受影响的用户纷纷表示不接受这样的

说明。

用户急切想要了解，到底是什么样的“系

统异常”导致了这样的重大失误？自己的还款

究竟去了哪儿？这次“逾期”到底有没有被纳

入征信系统？小米金融承诺 30 天解决问题，

解决的是怎样的问题？对于用户的这些疑问，

小米金融至今“语焉不详”。

技术创新是锦上添花，安全保障才是金

融服务的底线。在小米金融官网上，省钱、快

速、好用、安全四方面定位成为其对外宣传的

重点，但从这次“被逾期”事件来看，小米金融

并没有在信用安全的底线上为用户把好关、

守好门。如果是“系统故障”，为何在还款日过

后多日，用户“被逾期”时才发现问题？官方对

外宣称的“少量用户”受此次事件影响，这个

“少量”究竟有多少？

“小米金融———年轻人的第一次征信记

录”，这些用户的集体吐槽，说明在信用时

代，用户的信用意识越来越强。随着社会信

用体系建设的进一步完善，信用逐渐成了每

个人进行社会活动最看重的评价标准之一。

年轻人一旦“上了征信”，接下来可能会对

求职、购房、贷款需求等方面产生严重影

响，更荒唐的是，这些年轻人是在为企业的

失信行为“买单”。当用户像爱护眼睛一样

爱护自己的信用记录，企业怎能对重大失误

如此轻描淡写？

企业失误让用户上一次征信，用户可能

会让企业一辈子“上征信”。做错事，决不能以

为把问题拖一拖就能自然消解，而应该拿出

实实在在的态度直面用户质疑，对“年轻人的

第一次征信”负责到底。对企业自身而言，积

极作为，实实在在地说清楚问题、挽回企业信

誉，才是当务之急。技术 BUG 可以修复，信誉

BUG 则可能伴随终生。小米金融，解决问题还

是实在点好。

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更是民企行稳致远的坚实保障

15 位知名企业家发起《法治民企倡议书》

正常还款却被“征信逾期”
小米金融遭用户“集中吐槽”

全球工程机械巨头
看好中国市场

■ 新华社记者 阳建 白田田

能替代传统燃料、具备生物识别技术、配

备障碍物检测系统，在 5 月 15 日至 18 日举

行的 2019 长沙国际工程机械展览会上，凯斯

纽荷兰工业集团发布的首台甲烷动力概念轮

式装载机成为关注焦点。

这个来中国参加工程机械展“首秀”的全

球行业巨头，为没能早点拿到更多参展面积

而遗憾，希望把其当作拓展中国市场的前沿

阵地。“我们对中国经济和中国市场很有信

心。”该公司全球品牌营销负责人马克西米利

亚诺·卡西尼告诉记者。

本次长沙国际工程机械展览会吸引了来

自 6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1150 家企业参展，

国际企业比重超过 22%，包括 24 家全球工

程机械制造商 50 强。从“迷你挖”到“巨

头挖”，从混合动力到 2D 坡度控制系统，

国外工程机械企业无不拿出看家本领同场竞

技。

“不仅是工程机械，中国整个产业走过了

‘世界工厂’的阶段，目前已变成研发、消费的

重镇。”现代重工（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工程机

械事业部本部长李京骏说，韩国工程机械

1992 年正式进入中国市场，1995 年在中国设

立生产基地，四年前其公司已在华设立研发

部门。“从生产到研发再到消费的转变，折射

出中国经济的变迁。”

在李京骏看来，中国新农村建设会带来

巨大发展机遇，所以这次特意带来了新农村

建设需要的 5 吨至 15吨的中小型挖机。他还

透露，现代重工目前已与中国企业合作研发

产品并出口到世界各地。

数台挖机背向而立，挖斗高高抬起———

美国卡特彼勒一口气展出了 12 款新一代智

能挖机。另一家来自美国的约翰迪尔则携带

了达到国四排放标准的柴油发动机等新品。

“约翰迪尔非常看重中国市场，并且会加

大投入，为中国基础设施及‘一带一路’建设

提供更多产品和服务。”约翰迪尔中国区市场

销售总经理郎云说，早在 1972 年约翰迪尔就

来到中国，40 余年来一直积极参与中国改革

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未来仍会坚持在中国既

有的发展战略。

湖南是我国主要的工程机械制造基地，

2018 年主营业务收入占全国总量 26%，4 家

企业入围全球工程机械 50 强。湖南崛起世界

级产业集群，靠的是中国高水平的开放以及

企业持续创新。

湖南工程机械行业坚持开放发展，成功

重组意大利 CIFA 和德国普茨迈斯特等国际

品牌，海外业务占比不断扩大，深度参与“一

带一路”建设，目前已建立 6 家国家级企业技

术中心、4 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1 个国家重

点实验室和 11 个院士工作站。

近两年来，受益于投资增长和产品更新

换代，中国工程机械行业进入“景气周期”，

国内主要工程机械企业营业收入和利润快速

增长。业内人士认为，数字化、智能化正在

成为行业新焦点，对掌握技术优势的国外巨

头而言，中国庞大的市场“蛋糕”十分诱

人。

小米金融，解决问题还是实在点好

20个月！谁是瑞幸闪电上市的幕后推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