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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报道全国

在北京的这几天，俞学

文很忙。中午 1 点半，他才

有时间到餐厅，匆匆吃上一

碗肉丝面填肚子。他说，作

为一名来自基层的全国人大

代表，希望在如此重要的场

合，多多为群众“鼓与呼”，让

更多人了解基层的难题和发

展状况。

在俞学文的众多建议

中，他尤其关注中小微民营

企业生存状态。“融资难、融

资贵的问题，可以说普遍存

在于小微企业中，应用传统

金融服务手段，很难找到有

效解决办法。”俞学文说，他

建议，通过利用数字普惠技

术，扶持小微企业融资发展。

他靠卖茶叶带动10万人就业
人大代表俞学文建言：用科技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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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年前第一次到北京
靠着亲朋好友资助开始创业

今年 50 岁的俞学文，创业已 25 年。如今，他创建的“更

香”牌有机茶，火遍了大江南北。

俞学文成功了，但始终还是无法忘记 25 岁那年揣着

2000元到北京闯荡的日子；也忘不了10多年前，公司为了更

好更快发展，想方设法融资，却屡屡碰壁的场景。

25 岁的俞学文第一次来北京，为了了解北京市场，他花

了60元买了一辆旧自行车，开始四处转。他看到北京人喜欢

喝茶，有时周末大家买茶还得排队。这样的场景俞学文看在

眼里记在心上，他觉得家乡的茶叶有出路了。

他赶紧回到浙江武义老家，把家乡的茶叶挑到北京，然后

骑着自行车走街串巷地到处推销，好不容易批发出去后，才赚

了点钱，租了一个 30 多平方米的小门面。但由于利润微薄，

半年下来，赚的钱也只够维持生计。

天天穿梭在各个茶叶市场，他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

“当时，北京人买茶，不管半斤也好，几两也罢，店家就用一张

白纸包成一个四方块，非常简陋，送礼更是拿不出手。”而俞学

文的老家，茶叶包装比北京讲究多了，精明的俞学文意识到茶

叶包装是一个大市场。

但是，此时的俞学文手里拿不出启动资金。“企业要发展，

必须要有资金的支持。”俞学文说，对于绝大多数起步创业的

人而言，刚创业时所需的资金大多靠向亲戚朋友借，他也是如

此。

俞学文好不容易问朋友凑到了钱，最终把茶叶筒运到北

京来卖。有了第一步，他后来的路越走越顺，后来，他又跑到

杭州跟厂家协商，拿到了独家代理权。几个月下来，俞学文赚

了八九十万元，他在这个行业也开始小有名气。

“其实，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不是中国独有问题，而是

世界各国长期、普遍存在的难题，要真正解决这样的问题，并

不容易。”俞学文颇有感触地说。

“更香”有机茶走俏全国
国内开出200多家分店

积累了人生第一桶金的俞学文，在创业路上不曾停歇。

一次，他回家乡收购茶叶时，看到一种用有机肥种植出来的茶

叶，细细品味，那种淡雅醇厚的清香沁人心脾。俞学文想，人

们都崇尚绿色健康，这种纯天然茶叶肯定是一个新的卖点，于

是他和家乡的有机茶生产商签订了合作协定，信心十足地返

回北京。

这样的好东西如果得不到老百姓的认可，就等于没有市

场。俞学文首先想到了找老字号，可是再三登门拜访，对方非

常冷淡。倔强的俞文学被激怒了，他决定靠自己。为了宣传

有机茶，他在一家电视台打广告，介绍有机茶的种植、采摘及

研发的全过程，当时在国内做茶叶广告的并不多见，渐渐地有

机茶为人知晓，一年后，“更香”有机茶开始走俏市场。

有机茶的成功，为俞学文打开了一片新天地，更坚定了他

走品牌之路的决心。之后，俞学文开始建立自己的分店，如今

在全国已有200多家更香分店。

“在十几年过程当中，我们有机茶在全国市场销售得非常

好，现在出口量每年增加10~15%。”

俞学文说，“更香”茶叶种植基地达到6万亩，遍布浙江各

地，在广西、云南、福建也有基地。现在，在北京、河北、山东、

内蒙古等16个省市，已经开出了200多家连锁店。

此外，更香茶在北京也享有很高的知名度，在马连道茶叶

第一街开设了面积为5000平米的更香总部大茶庄，公司国内

销售额超过了 4 亿元，300 吨茶叶供应国内市场。还有 100

吨茶叶出口到美国、日本、德国等地。

同时，因为茶叶销售紧俏，他靠着“更香”有机茶，带动了

10万人就业。

俞学文说，他在每一次壮大发展中，都离不开资金的支

持，直到现在，依然如此。“应用传统金融服务手段解决该问题

已经难以找到有效途径，而近年出现的用数字技术服务小微

企业模式提供了新的思路，用这种人工智能与大数据结合的

技术手段为小微企业贷款，既成本低又效率高，且不需要任何

抵押，完全符合小微企业的融资需求，且商业模式可持续，这

不失为一种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问题的新路径。”俞学文说，

近年，他在不断调研、走访中，对小微企业的融资问题越来越

关注。

连续三届全国人大代表
建议鼓励小微企业数字化经营

2008 年、2013 年、2018 年，俞学文连续三届当选为全国

人大代表。“我来自基层，我有众多身份，最重要的是全国人大

代表这一身份。”他说，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以来，他一直坚守

这份责任，全心全意为人民群众鼓与呼。

事实上，俞学文常常挂在嘴边说自己是“新型农民”，“‘新

型农民’除了自身的素质外，会带动农民致富，这才是根本。

正所谓众人品茶茶更香。”俞学文笑着说。

在今年的全国两会期间，俞学文更懂得，要让更多的小微

企业，一起“香”起来。“一路走来，我步履艰辛，我觉得很充

实。”俞学文说，他希望接下来的小微企业，也能够走好每一

步，“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减税降费成为了关键词之一，是

大家关注的热点。其实，我在基层的调研中发现，其实对于小

微企业而言，如果能让他们更顺利地融资，这样的意义，也是

很重大的。”

俞学文建议，移动技术以及二维码技术出现以后，线下的

小微企业经营也能够进行数据化，这就给人工智能+数字技

术放贷提供了更多维度的数据资源。“我身边就有很多小微企

业，他们通过这样的方式，顺利贷款。”俞学文说，应该积极鼓

励推动小微企业利用最新技术手段，让这些小微企业的经营

尽早数字化，这也将推动数字中国的全面发展和建设。

同时，他还建议，积极利用我国金融科技发展的优势，鼓

励并政策上支持有能力的金融科技公司积极投入到服务小微

企业中来。

最近几年，以浙江网商银行为代表的金融科技企业，开

始利用数字技术进行无抵押、无担保的快速贷款方式，被证

明是一种普惠且高效的解决小微企业融资模式。网商银行

迄今为止已经为 1500 万小微企业和个人经营者提供了资

金服务。

在今年全国两会“部长通道”接受采访时，中国人民银行

党委书记、中国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就列举网商银行等银行

时表示，银行业在利用大数据降低不良率方面做了很多探索，

并表示今年将会进一步推广这些经验。

“中国梦，我的梦”，这是俞学文的微信名。他说，企业自

身的努力，加上通过更多的科技，像他这样一步步走来的小微

企业，必然走向更辉煌的未来。

俞学文：

全国人大代表、浙江省

武义县柳城畲族镇青坑村村

委会主任、浙江更香有机茶

业基地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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