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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在浙江省杭州市

上城区人民法院九堡法庭一

号调解室，一起有关电梯供

货的企业间买卖合同纠纷案

正进入最后解决阶段，在专

职调解员的详细分析和协调

下，双方达成一致意见，顺利

完成了调解。这位专职调解

员是一名律师，参与的此次

调解是收费调解。这是杭州

市近年来推进市场化调解纠

纷机制试点的一个缩影。

在多数人的印象中，调解

大都是免费的，诸如消协调

解、行政调解、人民调解等非

诉讼程序的纠纷化解机制确

实都是公益性的。那么，付

费调解有何特别之处？行得

通吗？能获得认可吗？

付费调解是市场化调解

纠纷机制，本质是社会调解，

由法院、司法行政部门等出

台方案，保障调解工作的制

度化、规范化、标准化，由律

师事务所等主体成立市场化

调解组织，由专兼职律师、法

律顾问等专业人员担任调解

员，参与调解工作。付费调

解积极对接人民调解、诉前

调解、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化

解等工作，已成为过滤矛盾

纠纷的第一道屏障。

比之传统的人民调解，付

费调解更专业；比之法院调

解，付费调解程序更简易，效

率更高。证券、保险理赔、建

设工程、买卖合同、金融借

款、知识产权等涉企、涉外纠

纷，涉及的法律关系往往比较

复杂，金额也可能较大，走人

民调解路径难以解决问题，走

诉讼路径程序复杂，耗时长、

成本高。市场化调解组织依

托专业法律力量，可以帮助当

事人准确剖析法律问题，梳理

账目，并给出合理化建议。市

场化调解组织属于居间第三

方，其法律地位与双方当事人

平等，更易站在公平视角提出

解纷方案，更易与当事人沟

通，更易取得当事人的信任，

更易引导当事人找到调解的

“公约数”。其调解结果也更

容易被当事人理解和接受，执

行率更高。

付费调解的收费机制与

专业化程度相匹配，调解不

成功不收费，调解成功可收

取不超过诉讼费一半的调解

费。付费调解看似让当事人

花了一笔调解费，实则让当

事人省下了不少诉讼费或案

件受理费，减轻了当事人的

时间负担和经济负担。

同时，付费调解在非诉讼

环节化解大量关系复杂、专

业性较强的民商事纠纷，不

仅维护了当事人的权益，减

轻了当事人的诉累，促进了

社会和谐稳定，还能节约司

法资源，减轻司法机关在诉

讼环节的压力，有助于司法

机关集中有限的资源解决重

点、难点问题，提升工作效率

和质量，促进司法公平。

作为具有创新意义的调

解模式，付费调解蹚出了社

会纠纷化解的新路径，是人

民调解在新时代的新发展，

助推基层治理向专业化、法

治化、现代化转型，成了法院

调解、行政调解、社会组织调

解等的有益补充，丰富了企

业和民众的解纷选择，提升

了社会治理能力，筑牢了基

层社会治理第一道防线。

作为全国唯一的市场化

调解纠纷机制试点城市，自

开展试点工作以来，杭州市

已成功化解纠纷 4.68万件，

调解成功率达 40.55%，解纷

平均用时22天，为当事人节

省纠纷解决成本 1.5 亿元。

这份成绩单充分证明了付费

调解的价值，增强了持续推

进市场化调解纠纷机制的社

会信心。期待着杭州市不断

探索完善这机制，不断积累

经验，也期待更多地方能够

跟进，循序渐进地推行市场

化调解纠纷机制，让更多企

业和民众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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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交了 160 元景区门票钱

后，想看瀑布还要交35元；最

佳观景点被圈起来，想去赏景

要交费 10 元；景区门票 145

元，登观景平台还要再花20元

……近年来，景区“园中园”

“票中票”现象屡见不鲜，极大

影响了游客的消费体验。近

日，有媒体曝光此现象后，引

发热议。

@其羽：放眼各地景区，

“票中票”“园中园”现象屡见

不鲜。之所以出现这类情况，

很重要一个原因是一些景区

为降低建设和运营成本，将部

分景观和项目外包，导致“二

次收费”。客观地说，如果这

类外包是合理的、收费是恰当

的，确能为景区经营提供助

力，也能够被大多数游客接

受。但如果景区不经论证，只

是为了多收点钱、“多宰一

刀”，就简单粗暴地将景点或

服务外包，随意涨价甚至搞捆

绑消费，不仅影响旅游体验，

甚至可能违反相关法律法规。

@张玉胜：透过一些景区

偏执于筑墙设围，搞所谓“票

中票”“园中园”之类的重复收

费，其本质还是执迷于门票经

济难以自拔。拆掉门票经济

的“围墙”，关键是要破除封

闭式旅游的思维桎梏，把景

点经营纳入旅游产业化大格

局，实现从景点旅游向全域旅

游的模式转换，从而实现“旅

游城市”向“城市旅游”根本性

转变。

@《检察日报》：景区作为

公共资源，应该让社会公众享

受到公共福利。当前，游客越

来越注重旅游体验，如果景区

一味依赖门票经济，相关服务

和治理却跟不上，再好的风景

都可能失色。无论如何，景点

外包都不能成为乱收费的温

床，对于“圈地收费”中的乱

象，与其等到游客投诉时再进

行应对处理，倒不如相关监管

部门及时出手，积极整改，并

邀请相关行业专家会同景区

管理者，好好地考量如何摆脱

门票经济，提升文旅综合发展

能力。如此，才是长久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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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用期不缴五险一金，转正

后再缴”“时间太短，考察不全面，

需要延长试用期”“换到新岗位，

需要重新计算试用期”……有媒

体指出，目前仍有一些用人单位

将试用期当作“廉价期”“随意

期”，克扣劳动者工资，不按规定

缴纳社保，多次约定或任意延长

试用期，甚至随意辞退劳动者。

所谓试用期，是指用人单位

对劳动者是否合格进行考核、劳

动者对用人单位是否符合自己

要求同步进行考核的期限，是双

向选择的表现。虽然试用期是

务工人员成为正式工作人员的考

核期限，但相关法律对试用期期

限、薪酬水平等有着明确规定。

也就是说，试用期员工和转正员

工并无差别，同一用人单位与同

一劳动者只能约定一次试用期，

且劳动者在试用期的工资不得低

于本单位相同岗位最低档工资或

者劳动合同约定工资的80%，并不

得低于用人单位所在地的最低工

资标准。

关于试用期权益保障，也有

法律明确规定，用人单位应当自

用工之日起三十日内为其职工向

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申请办理社会

保险登记。因此，即便是在试用

期，务工者也依法享受由用工单

位缴纳社会保险的权益。

但在现实中，不少用工单位

存在不为试用期员工缴纳社保、

任意约定或者延长试用期限等

问题，通过人为设限，减少和降

低用工成本，侵犯试用期员工权

益，让试用期畸变“廉价期”“侵

权期”。

不管是从依法维护劳动秩序

和劳动关系角度，还是从维护劳

动者权益角度，都不能容许试用

期沦为用工“侵权期”。对于侵犯

务工人员权益的现象和行为，必

须依法打击，从根本上净化务工

环境，保障务工人员权益，营造和

维护健康和谐的劳动秩序。

治理试用期侵权现象，必须

从源头入手，科学规范用工行

为。要通过送法进工地、进企业

等方式，加大普法宣传，督促用工

单位依法用工、履行保障务工人

员合法权益的社会责任，同时加

大对用工市场的监督检查巡查力

度。一方面，要推行标准合同文

本，确保用工单位与务工人员依

法签订劳动合同并约定试用期权

益；另一方面，要建立健全不法用

工行为监督举报查处渠道以及劳

动监察、社保监管、公安执法等协

作督办和联合执法机制，从根本

上消除违法违规行为。

避免试用期沦为用工“侵权

期”，还必须通过更深入的普法宣

传，帮助广大务工人员树立法治

观念，提升知法、懂法、用法的能

力，切实提高更多务工人员依法

维权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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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车遭遇新难题

“招手即停”是很多人对出租

车的最初印象。近年来，随着移动

互联网的发展，网约车兴起很大程

度改变和丰富了人们的出行选择。

但与此同时，不少仍有现场打车需

求的乘客反映遭遇出租车招手不

停。对于智能手机使用不熟练的老

年人群，打车更是成了新难题。

据了解，由于巡游车辆接入了

互联网平台，加之路边招手打车乘客

的减少，迫使不少司机“身兼两职”以

提高载客率，维持基本收益，造成了

“看似空车，实已接单”的误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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