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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国家知识产权局知识产权发

展研究中心、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发布《中国知识产权保险发展白

皮书（2022）》。白皮书显示，我国的知

识产权保险已经覆盖了近乎所有的知

识产权类型，涵盖知识产权创造、保护、

运用各个环节，为无形资产增添了一份

有形保护。

知识产权维权是个老大难问题，而

知识产权保险为化解这一难题提供了机

制性答案。对于专利、地理标志、商标、

商业秘密等知识产权的所有人而言，遭

遇侵权后，维权是个棘手的事。因为知

识产权大都具有较强的技术属性、法律

属性，相关纠纷牵涉的事实关系、法律关

系比较复杂，所有权人在维权过程中经

常面临调查取证难度大、诉讼成本高、诉

讼周期长，赔偿款难以执行到位等问

题。不少维权纠纷要经历多轮诉讼博

弈，要消耗几年的时间，要花费几万元、

几十万元甚至数百万元的前期维权费

用，这些费用通常需要所有权人垫付。

知识产权维权的难点、痛点让所有权人

对维权顾虑重重，甚至望而却步。有了

知识产权保险，相关的维权费用或赔偿

由保险公司“报销”，所有权人在维权时

就可以轻装上阵，减轻维权压力和顾虑。

知识产权保险的基本功能就是把

知识产权纠纷中的相关成本和风险转

嫁给保险企业，参保者遭遇侵权纠纷

后，由保险企业承担参保者因正常维权

产生的调查费用、法律费用等，或者赔

偿参保者因被侵权而产生的直接损

失。保险企业还可以对参保者维权提

供法律支持服务，帮参保者选准维权路

径、提高维权效率和成功率。在知识产

权保险模式中，参保者支出较低的保险

费成本，就能获得非常可观的保险收

益，换来维权的省心、安心和信心。这

显然是一笔非常划算的账。

知识产权保险能够减轻参保者的

维权负担，为企业等知识产权所有人营

造更宽松、更友好的维权环境，能够助

力知识产权所有人提升主动维权的意

识。而知识产权维权和侵权是此消彼

长的关系——维权畏难式微，就会助长

侵权者的侥幸投机心理和越界心理，侵

权行为必然强势嚣张；维权积极到位，

有“侵”必究，一磕到底，侵权成本就会

上升，侵权空间就会缩小，侵权者就会

收敛。经过维权传导，知识产权保险能

对维权起到支撑作用，对侵权起到压制

作用，而最终，知识产权保险能转化为

对创新的保护和激励，能转化为市场主

体发展的动力。

知识产权保险制度虽然经历了多

年试点探索，也覆盖了几乎所有知识产

权类型，但保险险种和保险专业人才队

伍还远不能满足市场对于知识产权风

险管理的需求，保险营销推广工作还有

短板，市场主体的参保意愿仍然不强，

参保率较低。知识产权保险不仅为知

识产权所有人提供了维权“护盾”，还有

助于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和营商

环境，有助于鼓励社会创新。所以，政

府、企业等都应算好知识产权保险的

“社会创新账”。

《“十四五”国家知识产权保护和运

用规划》明确提出，鼓励知识产权保险、

信用担保等金融产品创新，充分发挥金

融支持知识产权转化的作用。党的二

十大报告也强调，要加强知识产权法治

保障，形成支持全面创新的基础制度。

各地各级政府有必要加大对知识产权保

险的补贴力度，用保险费补贴降低市场

主体的参保负担，并广泛宣传知识产权

保险制度，发布有关知识产权保险典型

案例，让市场主体了解知识产权保险制

度，知道知识产权保险制度的利好，鼓励

支持引导市场主体参保。同时，保险企

业应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和细分产品开

发，提升保险工作人员的服务能力，提升

保险产品对知识产权上下游环节的覆盖

率，用知识产权保险的高质量供给拉动

知识产权保险的参保需求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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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门经济上门经济””渐热渐热 背后有何隐忧背后有何隐忧

城市锐评

背景：
近几年，随着人们的工作生活节奏

愈来愈快，互联网+、大数据等新技术的

兴起，以上门代厨为代表的“点对点”上

门服务新业态开始成为人们追求效率

与便利的新潮流。除此之外，上门喂食、

上门美甲、上门理发、上门洗衣、上门化

妆等各类上门服务形式也如雨后春笋般

频频冒出。“上门经济”俨然成为信息化、

城镇化推进下经济社会发展的“新鲜血

液”，但这种新型消费模式及其衍生的灵

活用工形式面临着不小的争议。

@《福建日报》：由于准入门槛低，从

业人员的素质参差不齐，上门服务的质

量水平、人员态度、安全与否等问题也

让很多消费者心存芥蒂。再者，当前的

法律对“上门经济”衍生的服务关系缺

乏明晰界定，一旦双方发生纠纷，相关

的侵权责任认定、权益保护等问题难以

得到高效解决。我们需要未雨绸缪，尽

早为这一新兴用工模式明确准入门槛，

做好各种质量评价和管理规范，维护劳

动者和消费者双方的合法权益。

@《广州日报》：“上门经济”的服务模

式依托于社交媒体平台，大多由服务提

供者个人在线上平台发布内容招揽消费

者，通过双方协商自治来完成交易。这

种服务方式固然自由度、灵活度更高，但

背后也存在着一定的安全隐忧。要妥善

维护好消费者和服务提供者的权益、为

“上门经济”模式运转营造更为良性的市

场环境，还需从多方着手协同发力。

@半月谈：助力“上门经济”高速运

转并非等同于任由其“野蛮生长”。“上

门经济”如何才能避免成为昙花一现，

在就业市场上顺利走下去？一是要加

强对上门服务平台的制度性监管。二

是强化对上门服务人员的劳动权益保

障和行业准入资质的审核把关。三是

督促相关平台企业加强对服务人员的

专业技能和心理资质培训。

低龄老人再就业渠道窄低龄老人再就业渠道窄
老有所为如何实现老有所为如何实现

■丁慎毅

随着老年人就业等相关话题频繁

登上热搜，低龄老年群体的求职需求正

逐步被外界看到。据了解，目前大部分

招聘平台基本尚未面向老年人开辟专

区，老年人的求职渠道狭窄，仍以线下、

朋友介绍等方式为主。

前程无忧发布的《2022老龄群体退

休再就业调研报告》显示，68%的老龄群

体在退休后有强烈的就业意愿。退休

后有强烈再就业意愿的老人中，“收入

驱动”的占比为34.3%，更多的退休求职

者重返就业市场是为了寻求价值，希望

发挥一技之长，继续追求职业发展。也

就是说，老年人就业创业追求的是老有

所为和老有所乐的结合。

有就业创业需求的老年人年龄普

遍集中在55岁至65岁，其中不乏具有

本科甚至研究生高学历的老年人。但

是，为何会出现低龄老年人求职难的问

题？具体说来，一是用人单位有用人顾

虑，二是信息不对称。

就用人单位用人顾虑来说，限于身

体、心理、习惯等原因，本身适合低龄老

年人灵活就业的职业及岗位数量就比

较有限，加之针对低龄老年人灵活用工

的法律保障目前还不完善，风险责任不

好界定。

就信息不对称问题而言，不少低龄

老年人了解就业岗位的方式仍以朋友

介绍等线下渠道为主，多为保洁、门卫

等较为基础的岗位。线上端，除中国老

年人才网之外，大部分主流招聘平台尚

未设置老年人服务专区，但部分岗位标

示了“招聘退休人员”等字样。而BOSS

直聘数据显示，从岗位设置情况来看，

财务会计、医疗健康、出版编辑等行业

都十分欢迎老年人加入。近日，广东就

面向全国选聘百名退休医生任首席专

家，每人每年补助20万元，需在基层医

院工作3年。

要让退休人员就业创业更方便、安

心、顺心，则要建立人才库、搭起培训

台、撑起保护伞。

首先，应尽快由市、县区、乡镇街

道、村居分级分类建立“银发人才”信息

库，掌握每位老人的工作特长、身体状

况、就业需求，建立“银发人才”基础档

案，并实施动态管理，做到随时更新。

要完善老年人就业创业的信息平台，了

解用人单位需求，便于老人们和用人单

位精准对接。

其次，要搭起培训台。成立专门针

对老年人的就业支援中心，把老年人就

业创业纳入老年教育培训体系中，为有

劳动意愿的老年人提供职业介绍、职业

技能培训和创新创业指导服务，促进老

年人力资本提升，让老年人的能力和经

验发挥更大作用。

最后，要重视增强老年人就业的法

律保障，逐步完善低龄退休老年人群的

灵活用工形式、合同签订、工作时间、社

会保障等相关政策，消除阻碍老年人就

业的制度障碍，解决老人再就业的后顾

之忧。

只有给老年人更多的机会、更大的

空间、更便捷的求职途径、更全面的权

益保障，才能提升他们再就业的热情，

实现老有所为、老有所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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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心当心““副业培训陷阱副业培训陷阱””
眼下正是春季招聘重要阶段，大

量求职者上网求职。一些机构和平

台通过在知名网络平台投放引流广

告或内容，鼓吹求职者应“边搞副业

边找工作”，并诱导他们参加所谓“免

费试听，易学习、上手快、好赚钱”“零

基础学月入过万元”的技能培训。

记者调查发现，此类“副业培训”

名目繁多，有不少名不副实，真实目

的是以“广告引流—学员进群—忽悠

变现—高价售课”牟利。学员高价购

买的课程内容质量低劣，多数没有实

用价值，既浪费钱又浪费时间。其中

部分学员还遭不法分子诈骗。

中新社发 朱慧卿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