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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慎毅

我国灵活就业人员已达2亿人。为

支持多渠道灵活就业，人社部日前印发

《关于加强零工市场规范化建设的通

知》（以下简称《通知》），明确了加强零

工市场规范化建设的重点工作。

就业是最基本的民生。当前，零工

市场人多活少、招聘信息鱼龙混杂、一

些劳务市场少有人问津等是打零工者

面临的普遍问题。加强零工市场建设，

对于拓宽灵活就业人员就业渠道，健全

就业公共服务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通知》对规范零工市场服务定位、

服务功能、建设布局、运行模式、信息分

析、服务要求和加强服务能力建设等方

面提出明确要求，对促进大龄和困难人

员就业增收具有重要作用。

要保持就业向好态势，须既兜底又

创新。将零工市场纳入就业公共服务

体系建设，就是坚持公益性、普惠性、灵

活性、兜底性举措，整体谋划、统筹推

进。要兜得住、兜得准、兜得好，则要在

服务功能、建设布局、运行模式等方面

加快创新，促进目前零工市场由碎片向

系统化、由模糊向精准化、由普泛向专

业化、由人工向智慧化转变。

2022年7月，人社部等五部门联合

印发《关于加强零工市场建设 完善求

职招聘服务的意见》，部署零工市场建

设。此后，各地加快零工市场建设，从

1.0版的零工人员“站马路”、2.0版的

“零工之家”、3.0版的“零工中心”，到

4.0版的“零工平台”，零工市场遍地开

花。比如，浙江省、上海市等地创新零

工市场“政府主导+社区共建+第三方运

营”基层就业服务新机制，通过建设“15

分钟就业服务圈”，促进基层就业微循

环，为群众提供了“家门口”的智能化、

精细化、实时化服务。

以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为例，政

府、社区、第三方在嵌入社区的零工市

场建设中发挥各自所长：政府主导签协

议，监管和考核运营方；社区出场地，摸

清需求引导居民；第三方运营，具体提

供就业服务。这种合作机制有助于形

成精准高效、覆盖面广、便民为民的基

层就业服务新体系，在社区基层兜住就

业这个民生之本。这种模式不仅能给

零工群体提供基本公共服务与有针对

性的增值服务，更重要的是帮助他们畅

通了职业成长通道，破解了权益保障难

题，实现了高质量充分就业。

还应同时看到，一些地方零工市场

存在重建设轻服务的现象，门槛高、岗

位少且程序繁琐，让部分企业和零工望

而却步。一些零工市场纷繁复杂，更给

“黑中介”、虚假招聘等违法乃至犯罪行

为提供了可乘之机。

对此，各地在强化就业创业培训服

务方面，要建设与“零工平台”对接的“培

训平台”和“维权平台”，让零工人员在与

用工单位匹配信息时，因为发现自己某

项能力的不足，可以进而跳转到“培训平

台”上，或进入人社部门开设的不同门类

的“零工人员培训云课堂”，或根据导航

找到线下的培训机构。在实现了社会关

爱和所有工作全覆盖的基础上，要通过

“维权平台”实现权益保障和基本收入全

覆盖。比如，通过制度化设计，杜绝店大

欺客现象、建立价格指导机制、明晰零工

人员工伤赔偿的权责以及每日最低工资

标准等，让零工人员和用工单位都满意。

总之，对零工市场建设来说，就业

服务要兜底，权益保障要保温。各地要

通过“政府+市场”联动的方式整合线上

线下资源，以更加积极主动的方式做好

“加减乘除”，用各种劳动者更愿意接

受、方便触达的公共服务，与之建立起

更加紧密的联系，进而提供更有针对性

的服务供给和保障。

规范零工市场规范零工市场，，让就业服务更有温度让就业服务更有温度
城市锐评

评 论A2 □2024 年 1 月 15 日 星期一 □本版责编 何 玲 □本版美编 郭佳卉

部分新能源汽车续保缘何遭拒或提价部分新能源汽车续保缘何遭拒或提价

激活激活““睡眠保单睡眠保单””
需多元需多元““责任闹铃责任闹铃””

■李英锋

为办好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关

键小事”，切实维护保险消费者合法权益，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日前组织开展人

身保险“睡眠保单”清理专项工作，指导建

成行业统一的“睡眠保单”一站式信息查

询平台，为广大保险消费者提供便捷的

“睡眠保单”查询服务。

如今，保险产品的品种越来越丰富，

购买保险的消费者越来越多，随之也出现

了大量保单“睡眠”的现象。有些消费者

投保后，时间一长，不知把保单放到了何

处，甚至忘记了自己买过的保险。有些消

费者搬了家或更换了手机号码等联系方

式，保单到期后，保险公司有时难以联系到

消费者进行提醒。另外，还有一些老年消

费者购买年金险等产品后，未及时领取就

去世了，而子女等后辈可能并不了解老人

投保情况。如此，一部分保单可能“滑”到

消费者或相关受益人的注意力范围之外，

逐渐进入“睡眠状态”，成为“睡眠保单”。

保险产品承载着消费者的权益，而

“睡眠保单”则意味着消费者相关权益的减

损。比如，在保险事故发生后或保险合同

到期后，相关的赔偿或给付保险金长期待

在账上无人领取；人身保险合同效力中止

或终止后，保单的现金价值长期未被领

取。“睡眠保单”不仅会给消费者带来资金

收益等方面的损失，还可能使消费者的保

险保障出现时间断档，影响消费者的综合

保险利益。

显然，激活“睡眠保单”符合消费者的

利益需求，也是优化保险服务应有之义。

金融监管部门组织开展人身保险“睡眠保

单”专项清理工作，为消费者提供免费、便

捷的“睡眠保单”查询渠道，能够更好地满

足消费者对保单信息的知情权，能够有效

避免保单出现权益呆账、坏账、死账等问

题，帮助消费者兑现相关权益或止损，也

有助于消费者根据保单状态及时采取措

施，进一步优化保险配置，弥补保障缺失。

激活“睡眠保单”需要多元“责任闹

铃”。除了为消费者搭建一站式信息查询

平台，方便消费者查询，金融监管部门、保

险行业协会等还应监督、指导保险企业进

一步健全保险产品信息提示机制，积极履

行信息告知义务，在保单期限届满前或保

险赔付、收益领取的相关时间点，通过多

种方式及时通知、提示消费者或相关受益

人。保险企业应主动寻找“睡眠保单”或

失效保单的客户，还可在媒体、网络上统

一发布“保单招领”或“保单提示”公告，充

分履行告知、催促责任。这样，监管部门、

保险企业与消费者就能有效激活“睡眠保

单”，让更多消费者受益。

同时，消费者也应该给自己的投保信

息建个档案，做好记录，并将投保信息告

知其他家庭成员，做到相互提醒。当家庭

住址、联系方式等信息出现变化时，消费

者应及时告知保险企业，平时也应留意保

险企业发送的相关信息，留意保单状态，

并及时做出合理处置。

保险消费者的权益无小事。金融监

管部门、保险企业理应承担激活“睡眠保

单”的主体责任或主要责任，这样既维护

了消费者的权益，也体现了为消费者着

想、替消费者负责的诚意，有助于提升保

险服务质量，优化保险消费体验，为保险

企业赢得更好的口碑，有利于保险行业的

健康可持续发展。

背景：
当前，新能源汽车销售火热，新能

源汽车后市场却被曝出保险“碰壁”问

题。日前，多位新能源车主反映，在办

理新一年车险续保过程中遭遇拒绝或

提价，引发车主群体关注。

如何破解这个新能源汽车后市场

的瓶颈，成为当下摆在主管部门和行业

各主体面前的一道考题。

@《工人日报》：当前，新能源汽车市

场与后市场仍处于磨合期：新能源汽车

的维修、定损与传统燃油车存在较大差

别，行业标准尚不明晰，新能源车险的

保费标准、定价机制也处于完善过程

中。多种因素共同影响，使得新能源汽

车保险陷入了“车主喊贵、险企喊亏”的

尴尬境地。车险综合改革实施后，车险

保费的差异化正逐步显现，车主可以多

向市场主体询价，寻找风险偏好与自身

情况较为符合的保险公司，通过对比找

到满意的保险公司。

@《中国证券报》：整体来看，新能源

车险仍面临保费高、出险率高、赔付率

高的“三高”问题。在保险公司端，新能

源车险赔付率较高，行业面临较大承保

亏损压力。在车主端，不少新能源汽车

车主反映新能源汽车保费较高，出险后

的续保保费会出现明显上涨。业内期

待主机厂商、保险公司等多方合作，破

解新能源车险发展难题。

@《解放日报》：现阶段的困局其实

是行业发展中的一个过程。作为新兴

事物，新能源汽车必然会从销售端开

始发力，只有保有量增加到一定程度，

车后市场才会得到培育和发展。对于

车企和险企来说，两个行业未来的方

向一定是融合。合作的最佳状态就是

保险提供好的产品、做好风控、深化价

格管理以及满足金融合规要求，为车

企提供更好的服务，并获得保险和投

资收益。车企也要遵循金融产品的特

点，依托好保险来触客、优化客户体

验、增加客户黏性和交互日活，实现可

持续发展。

乱 象

近年来，网上的药比实体

药店便宜很多、药师搭售药品

导致消费者购药成本大幅提高

的现象屡见不鲜，甚至有药店

为了获得更多利润和毛利率，

“擦边”销售其不具备资质售卖

的处方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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