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 评 论 □2021 年 7 月 26 日 星期一 □本版责编 孟 航 □本版美编 郭佳卉

察言观社

““一市一照一市一照””
让政务服务更加便民让政务服务更加便民

■李英锋

地铁开便民店，北京朝阳区市场

监管局发出本市首张“一市一照”营

业执照。近日，罗森（北京）有限公司

在朝阳区市场监管局办理了“地铁便

民分店”营业执照。未来，该企业利

用全市地铁便民用房开展经营活动的

分店都可通过“一照多经营场所”方

式记载于此营业执照上。

按照传统的营业执照办理规矩，

一家企业设立分支机构，除了企业本

身要办理“总”的营业执照，各分支机

构还需要到经营场所所在地注册登记

机关分别申办分支营业执照，有几个

分支机构，就需要办理几份营业执

照。相应地，每办一份营业执照，企

业就要操一次心，费一回事，就要准

备一份申办材料，就要到市场监管或

行政审批等部门跑一次。

而在北京市的“一市一照”模式

中，一家企业在北京市范围内无论设

立多少家分支机构，都只需办理一份

企业“总照”，在“总照”上载明各分支

机构的名称、地址等事项就可以了，

不用再单独申请办理分支机构的营业

执照。不仅在企业分支机构设立时按

照“一市一照”模式统一操作，在企业

分支机构的负责人、经营范围等经营

事项变更时，也由企业提交一套材料

统一申办变更登记。这样，有分支机

构的企业能省掉很多申办证照环节，

少准备很多申办材料，少跑很多路，

能降低证照维护成本，获得实实在在

的便利。同时，注册登记机关也能实

现集中高效办理，降低对人力、物力

资源的消耗。

其实，对于很多企业而言，其设立

的分支机构的经营事项大都具有同质

性，只是经营场所、负责人等事项不

同。由企业在注册登记机关对“总

照”进行统一的申办操作，并按照分

支机构设立、变更、注销的不同事项

提供对应的申办手续，完全能起到分

支机构到各自经营场所所在地注册登

记机关分别申办的效果。“一市一照”

并不是完全减掉企业分支机构的证照

手续，而是通过政务服务“合并同类

项”，把分支机构的证照手续合理融

入到企业的“总照”之中，最终实现营

业执照的集约化管理，让企业营业执

照的主体资格证明功能覆盖所有分支

机构。“一市一照”能够满足监管部门

的监管“定位对点”要求，能够满足消

费维权以及相关诉讼的经营主体确定

要求，能够满足市场主体信用信息系

统曁企业征信系统的年报要求、记录

要求、公示要求。

如今，北京市的“一照多址”“一址

多照”“大类登记”等注册减负、优化

营商环境的操作，从原来的政策措施

变成了法律措施，变成了法律授权行

为，甚至变成了注册登记机关应然的

法律义务，成了市场主体应然的法律

权利。依法赋权升格注册登记减负措

施，能够规范优化营商环境操作，形

成优化营商环境的长效机制，能给市

场主体带来更稳定的办事预期和权益

保障，能取得更好的社会效果，理应

成为各地各有关部门的示范模式。

背景：
停水、停电、断网……当一座城市

失去互联网，我们该怎么办？水与电的

中断存在于几代人的记忆里，但互联网

的突然中断却将洪灾后的郑州变成了

前所未有的试验场。之前被文明社会

依赖使用的货币，在2015年之后逐渐电

子化，大量的社会服务场景也一步步被

在线付款方式切割，银行因停电关门，

有人甚至回到了“以物易物”的原始阶

段。灾后的郑州，应该给我们带来更多

的思考。

@杜强：就像郑州这座中原城市没

有为一天500多毫米的降水做足准备一

样，大多数的互联网科技企业在网络通

信的地基之上，叠加了愈来愈精密复杂

的设计。但如果不经历一回，谁能知道

那地基没了之后会如何呢？

@苏雨农：我们引以为傲的高科技、

移动互联网生活，在一场大雨之后失

灵。我们应该思考一下，我们的生活是

建筑在什么之上的？我们在享受美好

生活的同时，是否也应该保留点什么。

@程蝉：在充分的网络环境下，一切

能在线付款的服务都是幸福的、便捷

的。但灾难到来之后，次生的“不在网”

问题已经充分凸显出社会对“无现金”环

境的基础要件还是准备不足。值得期待

的是，央行数字货币有设计无网交易场

景（双离线支付），如果能试行凭借公民

身份信息证明等ID卡提供灾难信用额

度，或许也是一种可行的解决方式。

@百利甜：我所在的城市像是回到

了20年前。因为断网断电，人们在家里

根本坐不住。大家把注意力从手机上

转移回现实，出来散步或者坐在路边聊

天，街边的便利店开始通过记账的方式

来售货，现金支付一夜之间回归主流。

这种有人情味的场景让我很动容。希

望这场灾难后大家能明白，网络只是工

具，不是我们生活的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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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递进村”，有助于城

乡商品流通、拓展农村消

费，促进乡村振兴。国家邮

政局明确，至2022年底我国

符合条件的建制村基本实

现“村村通快递”。近年来，

各地加快探索“快递进村”

的模式，农村市场正成为邮

政快递业新的“增长极”。

但记者调研发现，尽管

“快递进村”成效显著，“一

点就到家”的美好规划，当

下仍被村落布局分散、农村

快递业务量小、进村成本过

高等所阻拦，还需进一步破

解“最后一公里”难题。

新华社 朱慧卿 陈 琛作

■张 涛

日前，人社部等八部门共同发布的

《关于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

障权益的指导意见》首次明确，平台企

业对劳动者权益保障应承担相应责

任。针对新就业形态劳动者面临的痛

点、难点问题，意见从劳动报酬、休息、

劳动安全、社会保险等多方面补齐制

度短板，并将所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

纳入劳动保障基本公共服务范围。

互联网平台催生的新就业形态，已

经发展成为我国吸纳就业的重要渠

道。国家信息中心发布的《中国共享

经济发展报告（2021）》指出，共享经济

下的灵活用工模式成为后疫情时代下

的就业蓄水池，为“稳就业”“保民生”

发挥了重要作用。根据测算，全国共

享经济服务提供者约为8400万人，同

比增长约7.7%；平台企业员工数约631

万人，同比增长约1.3%。

在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规模不断扩

大的同时，权益保障问题却一直成为

制约发展的短板。新业态重新定义了

工作和就业，劳动用工去雇主化、劳动

关系灵活化的特征愈发明显，从业者

与企业、网络平台之间的法律关系更

加复杂，使得平台从业者的权益保护

面临更多挑战。一方面，快递员、网约

工、外卖小哥等与平台之间通常没有

签订劳动合同，不属于劳动关系，也就

享受不到“五险一金”待遇。有劳动者

无奈地表示：“不缴纳养老保险，未来

的养老缺乏保障；不缴纳医保，我们不

敢生病。没有工伤保险，发生了事故

可能就白干。”同时，一些平台对于劳

动者的休息权、劳动安全缺乏应有的

重视。在系统算法与考核机制等多重

压力之下，外卖小哥往往争分夺秒完

成订单，抢道、闯红灯等违规行驶屡见

不鲜，交通安全事故时有发生。

对于这一问题，有关部门高度重

视。7月7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

确定了加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

障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包括以出行、外

卖、即时配送等行业为重点，开展灵活

就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等。近

日，中华全国总工会出台意见，要求各

级工会聚焦解决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最

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急难愁盼问题，

推动建立健全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

保障机制。

在有关部门切实履行职责、完善

劳动保障法律制度体系、扩大劳动保

障基本公共服务范围的同时，也应厘

清平台企业责任，督促其保护劳动者

应有权益。此次人社部等八部门发布

《关于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

障权益的指导意见》，首次明确规定

“平台企业对劳动者权益保障应承担

相应责任”，具有重要的里程碑式意

义。这意味着，“不构成劳动关系”不

再是平台企业规避责任的挡箭牌。平

台不能既享受新就业形态劳动创造

的红利，又不履行企业应尽的劳动权

益保障义务。

值得欣慰的是，近年来不少平台企

业开始自我反思，弥补劳动者权益短

板。有的外卖平台研发智能头盔，通

过蓝牙与手机相连的方式，让骑手说

话即可完成操作。有的平台主动为灵

活就业者购买商业保险，如果工作过

程中发生了交通事故或意外伤害，可

以由商业保险赔偿。相信随着指导意

见明确平台企业责任，势必促使广大

平台切实重视并行动起来，加强劳动

者权益保障，与公共服务形成完整闭

环，共同为劳动者保驾护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