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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作为讲述中国涉外法治故

事的精品力作，今天上午，由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中共上

海市委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中共上海市委对

外宣传办公室、人民法院新闻传媒总社、上海市高级人民

法院、新民晚报社联合出品的涉外司法专题片《老外讲故

事 ·法治化营商环境》第二季正式发布上线。

去年，全国首部涉外司法专题片《老外讲故事 ·法治化

营商环境》，被誉为全国讲好法院故事的“破题”、探索国际

叙事的“破冰”，也是展示中国司法的“破圈”之举。甫一上

线就在海内外引发强烈反响，得到广泛传播，境内外传播

总量超6000万次。

本次推出的第二季在第一季的基础上，聚焦上海“五

个中心”建设，精选了上海法院司法保障的典型案例，通过

老外的“第三只眼”以及亲身体验，展现出上海法院在法治

化营商环境建设中的创新突破。

相比第一季，第二季不但扩容为十集，其中多集还从

“请进来”到“走出去”，观众可以身临其境，步入临港新片

区、徐汇滨江、外滩金融商务区、新天地等地，全方位、多视

角体验上海司法保护的温度和力度。比如，特斯拉工程师

阿德里安 ·哈姆兹克（AdrianHamczyk）和他的团队曾遭遇

了一起商业秘密泄露事件，关键时刻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

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庭依法履职，有效防止了信息的进一步

泄露。阿德里安 ·哈姆兹克感慨地说：“中国话里有一个词

叫‘及时雨’，法院的帮助如同一场及时雨，让我们在商业

秘密保护上得到了有力的支持。”

在系列片中，一批首案、领全国之先的上海法院创

新之举首次亮相，并实现从“苗圃”到“森林”的复制推

广，成为“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的生动注脚。日本长

岛大野常松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川合正伦在处理一起跨

境破产案件中，迫切需要日本民事再生程序裁定得到中

国法院的承认。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勇于探索，作

出了我国法院首次承认日本破产程序及日本监督委员

的裁定。川合正伦说，“这给日本的司法界和实务界带

来了极大的信心！”

刚柔并济，上海法院运用法律制度和司法智慧，彰显

中国司法的公正和特色。来自瑞士的卫休斯和合作伙伴

共同创立了一家公司，将瑞士的知名冰淇淋品牌带到上

海。然而，这份“甜蜜的事业”一度遇到危机。上海市静安

区人民法院商事审判庭法官以“刚性”的法律裁判，并运用

东方经验“柔性”解决公司解散的纠纷，最终促成当事人以

股权转让方式和平解决纷争。

营商环境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如今，上海已经成为

国内仲裁机构最集中的城市之一，也是国际仲裁走进中

国、中国仲裁走向世界的重要窗口。艾伟平，一位来自阿

根廷的仲裁员，同时也是上海国际仲裁中心的仲裁员和上

海商事调解中心的调解员。他认为，上海仲裁与执行的高

效联动为这座城市营造了一流的营商环境，吸引了越来越

多的国际企业选择在这里进行仲裁和诉讼，也让他对上海

的发展充满了期待，“我将继续积极参与上海的仲裁与执

行工作，为推动上海成为国际商事争议解决的优选地贡献

自己的力量”。

上海市“白玉兰纪念奖”获得者佘薇兰是法国德尚律

师事务所的执业律师，也是法国对外贸易顾问。最近，佘

薇兰与中国律师合作处理的一起案件，上海市第二中级人

民法院的法官适用新《公司法》原则和精神作出了判决，依

法保护了当事人企业的股东利益。“我感受到，在中国市

场，法律的公正性与权威性可以为营商主体营造一个充满

信心的氛围。”

法治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中共中央关于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中，专

门就“构建更有效力的国际传播体系”作出部署，在全球

平台播出的视频，也要与时俱进，提升国际传播的效果。

涉外司法专题片第二季上线后，将在全媒体平台同步

刊播，有望再度掀起国际传播的新热潮。

本报记者 宋宁华 陈佳琳 曹博文

来自法国的                 （中文
名：古明），自    年起担任斯泰兰蒂斯汽车
金融有限公司的董事兼总经理。    年，古
明和他的团队遭遇了一次商业纠纷。上海市
黄浦区人民法院的法官迅速接手案件，经过
耐心细致的调解，双方终于达成和解，不仅解
决了当前的纠纷，还为双方未来的合作奠定
了基础。

古明感慨地说：“作为金融行业的从业
者，我深深感受到了上海法院的专业和高
效。这次和解，不仅保障了我们的合法权益，
更增强了我们对中国市场的信心。”

“外眼”中的“信心满满”，是上海法治化
营商环境的一个缩影。今天，《老外讲故事 ·

法治化营商环境》第二季正式上线，通过外国
友人的亲身经历，生动展现了上海在法治化
营商环境建设中的创新与突破，也为上海的
国际形象再添亮色。

在全球化浪潮中，营商环境的法治化建
设已成为衡量一个城市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标
尺。上海，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始
终致力于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
营商环境，连续 年发布优化营商环境行动方
案。今年 月召开的上海市优化营商环境大
会上， . 版行动方案首次将“提升企业感受”
写入文件标题，“企业感受”成为全城热词。

《老外讲故事 · 法治化营商环境》第二季
通过  个真实的案例，展现了上海法院在
“五个中心”建设、涉外司法领域的创新举措
和高效实践，让上海法治化营商环境“可感可
及”。例如，波兰工程师阿德里安 · 哈姆兹克，
在特斯拉商业秘密泄露事件中，得到了上海
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的及时援助；日本律师
川合正伦，见证了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首次承认日本破产程序及裁定的创新之举；
瑞士商人卫休斯在公司经营纠纷中，感受到
静安区人民法院“刚柔并济”的司法智慧……
这些案例不仅体现了上海法院的专业与公
正，更彰显了中国司法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
力和公信力。

营商环境是经济发展的“生命线”，而法
治化则是营商环境的基石。近年来，上海法
院在提升审判执行质效、完善涉外法律体系、
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的努力，正是对这
一理念的生动实践。在上海，商事案件一审
平均审理时间已下降至  天，企业诉讼时间、
诉讼成本持续降低。 月  日，聚焦提升企
业感受度，上海法院又发布了法治化营商环
境建设行动计划（ . 版），从6个方面提出  
类举措，细化分解为  项具体任务，将顶层设
计“最初一公里”的意图，细化到市场所需、企
业所想、群众所盼的“最后一公里”任务举措。

“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老外讲故
事 · 法治化营商环境》第二季视频的制作与传
播，不仅是对上海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成果
的一次集中展示，更是对上海发展潜力的一
次有力宣传，具有重要的现实和长远意义。
首先，它为国际社会提供了一个了解中国法
治化进程的窗口，通过外国友人的亲身讲述，
国际受众能够更加直观地感受到中国司法的
公正与高效，打破一些西方舆论对中国司法
的误解和偏见。其次，系列视频通过生动的
案例展示了上海法治化营商环境的建设成
果，为其他法院乃至其他城市提供了可借鉴
的司法经验。此外，视频彰显了上海在法治
建设方面的不懈努力和最新成果，为上海的
国际形象塑造注入了新活力，将助力上海进
一步成为全球企业投资兴业的热土。

在世人的关注和企盼中，上海将继续以
法治化营商环境为引领，推动经济高质量发
展，为全球企业提供更加公平、透明、便利的
营商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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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蓝鲸”
护企工作站建成

《老外讲故事·

法治化营商环境》
第二季上线

“外眼”看
中国式现代化
法治保障

本报讯（记者 杨洁）一款知名润肤霜，最近饱受假
货困扰。“蓝鲸”闻讯出动后，三起制售假冒案件告破；女

子与前夫合谋，诈骗公司资金超8000万元后逃往境

外。自以为天衣无缝的他们没有想到，“蓝鲸”已牢牢将

两人盯住，最终，犯罪嫌疑人被遣返回国、落入法网……

“蓝鲸”，是上海公安经侦部门会同市工商联建立

的护企工作站，也是上海警方护航法治化营商环境的

具体抓手。

记者从上午召开的市公安局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去

年4月起，全市17家“蓝鲸”护企工作站陆续建成。近一

年来，“蓝鲸”助力警方发现并破获经济犯罪案件1900

余起，保护了200余个品牌合法权益。“蓝鲸”护企工作

站线下服务与“沪企管家 护企有我”线上专窗，已被纳

入本月初发布的“上海优化营商环境8.0行动方案”。助力警方破获经济案件1900余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