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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琳斌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四部门发

布《关于深化智慧城市发展推进城市全

域数字化转型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

《指导意见》），要求到2030年，全国城市

全域数字化转型全面突破，人民群众的

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全面提升，涌现

一批数字文明时代具有全球竞争力的

中国式现代化城市。

推进城市数字化转型、智慧化发

展，是面向未来构筑城市竞争新优势的

关键之举，也是推动城市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自2014年

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八部委联合印发《关

于促进智慧城市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

以来，我国智慧城市建设进入快车道，

形成了一系列标志性成果，如上海“一

网统管”、浙江“最多跑一次”、福建“生

态云”等。但在智慧城市建设取得阶段

性突破的同时，也面临着新挑战，比如

城市一体化规划建设不足等。

在建设完善数字基础设施方面，

《指导意见》指出，加快推动城市建筑、

道路桥梁、园林绿地、地下管廊、水利

水务、燃气热力、环境卫生等公共设施

数字化改造、智能化运营，统筹部署泛

在韧性的城市智能感知终端。笔者认

为，首先要完善公共基础设施的硬件基

础，然后以数字化赋能，进而实实在在

提高城市运行效率、提升公共服务质

量。例如，福建省福州市雨季雨多涝

重，但近几年城区没有出现长时间内

涝，这得益于该市在全国率先创建数字

化水系联排联调工作机制，统一管理城

区所有库、湖、河、闸、站、厂等水系要

素，通过数字化技术对各水系要素进行

智慧、精准管控。而福州数字化机制之

所以能基本消除“城市看海”的现象，

主要是建立在完善排水防涝基础设施

以及补齐相关短板的基础上，比如晋安

河直排闽江通道项目将原先河水 2小

时的入江时间缩短为 45分钟，使江北

城区排涝能力由 5年一遇提高到超过

10年一遇。

有些地方的智慧城市建设华而不

实，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就和排水防涝

基础设施不够完善相关。如曾有某省

会城市建成的雨水管道与建成区面积

相当的其他城市相比，相差超过一半；

排水明沟等设施“十三五”期间改造达

标率仅20%；计划投资534.8亿元的海绵

城市建设项目，已投资的196.3亿元中，

实际与海绵城市相关的仅占32%。可以

想象，排水防涝基础设施若本身较为薄

弱，数字化程度再高的“智慧水务”也只

能成为一个花架子，难以发挥大作用。

再如，当前很多城市通过建设智慧交通

管理服务系统，实现了对人、车、路的实

时监测，但要有效提升城区通行效率，

根本还在于提高道路网络密度、通达

性；否则，路网布局不合理，再“聪明”的

智慧交通管理服务系统也无法发挥出

最大效用。

数字化只是手段，不是目的。深化

智慧城市发展，推进城市全域数字化转

型，要避免走“为数字化而数字化”的形

式主义道路。可以说，搞好水务、电力、

燃气、交通等公共设施本身的建设是基

础，基础牢固才能解决基本问题；数字

化改造的目的是提升治理能力、提高服

务能力，两者不能本末倒置。如果只重

视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技术手段，

不肯下大力气扎实建设完善公共基础

设施硬件，就无法充分发挥数据的基础

资源和创新引擎作用，城市全域数字化

转型的效果就会大打折扣。

希望各城市在推进全域数字化转

型建设的过程中能够夯实基础，把握整

体性、系统性、协同性，稳步深化智慧城

市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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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近日，“网约车市场饱和”的话题再

度引发关注。江西景德镇、苏州、重庆

等地的交通运输局陆续发布了关于网

约车行业的风险预警，福建莆田、河南

商丘等地也公开提醒慎入网约车行业。

数据显示，多地网约车单车日均接单量

不超过20单，单均营收在20元左右，单

车日均收入仅200多元。

@《浙江日报》：事实上，从去年开

始，多地出现网约车饱和趋势。究其原

因，主要是网约车行业就业门槛低，在

当前就业压力之下，成了吸纳灵活就业

的“蓄水池”，导致近年来网约车平台

及其从业人员数量激增，但公众打车出

行的需求却趋于稳定，随之而来的就是

“僧多粥少”，行业竞争加剧。网约车

面临的“饱和危机”，是行业发展的阵

痛，也是进一步优化和调整的契机。

@光明网：现在的网约车行业形成

了一种矛盾的局面：一边是运力过剩，

竞争白热化；一边是乘客的打车体验在

下降。如果运力过剩之下，激烈的行业

竞争非但没有提升服务水平，反而是恶

化了乘客体验，那对乘客来说，打车的

意愿无疑会进一步下降。网约车行业

的竞争，不应该仅仅停留在价格和数量

的层面上，越是市场饱和，越应该注重

服务质量的提升。

@《南方日报》：面对供给过剩，正确

的做法应优化供给。比如，要发挥监管

部门作用，加快清退不合规车辆和人

员，消除行业风险隐患。此外，一些平

台和企业走入了成本竞争的死胡同，互

相比拼“一口价”“特惠价”“高额补贴”

等低价营销手段，非但没有提升服务水

平，反而恶化了乘客体验，这一情况也

需要引起重视。综合各方面来看，“网

约车市场饱和”是一种善意的提醒，其

中蕴含的深层次矛盾也需要我们加以

正视，努力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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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英锋

近段时间，“共享员工”现象再次升

温，引发社会广泛关注和讨论。

前几年疫情期间，相关行业用工冷

热不均，劳动力资源丰富但用工需求不

高的餐饮、旅游、商超企业等，向用工需

求旺盛的外卖、快递等配送企业输送了

不少“共享员工”，既降低了前者的用工

负担，保障了劳动者的就业稳定和相关

待遇，又缓解了后者的用工荒，可谓多

赢。但目前，“共享员工”模式不再是单

纯的劳动力调剂、互助，而是呈现出更复

杂的一面。有些用工单位刻意利用“共

享员工”模式模糊用工主体，让劳动关系

复杂化，从而规避用工责任和风险、降低

用工成本。

如何规范“共享员工”模式，保护劳

动者的合法权益？笔者认为，要厘清“共

享员工”模式的性质，再对症施策。其

实，“共享员工”与劳务派遣、员工借调等

用工形式具有相似性或关联性。如果用

人单位是专门从事劳务派遣的企业，且

与劳动者建立了劳动关系，在承担劳动

者的工资发放、社保缴纳等责任的基础

上，把劳动者派到实际用工单位；实际用

工单位负责对劳动者进行劳动管理、培

训、安全保护等事项，且根据劳务派遣协

议向劳务派遣单位支付费用，则“共享员

工”为劳务派遣。对于劳务派遣关系中

的各方权利义务，有关法律明确，劳务派

遣单位、接受劳务派遣单位应该依法认

领责任，被派遣劳动者应依法维权。

员工借调多发生在机关事业单位之

间、系统内部或业务关联较多的用人单

位之间，被借调的劳动者依然属于原单

位的人，与原单位建立劳动关系，相关用

工责任也由原单位承担；实际用工单位

则与接受劳务派遣单位一样，只承担借

调期间的劳动安排、安全等责任。但借

出单位不得向借入单位收取任何费用或

报酬，不得以此营利。这也是借调与劳

务派遣的最大区别。

对于借调关系中的各方权利义务，

相关法律法规除对工伤责任划分有规定

外，着墨不多，留下了一些模糊空间、空

白地带，也给一些用人单位留下了投机

空间。

揆诸现实，有些“共享员工”模式呈

现出非典型特征，要么很像劳务派遣，但

劳务派遣单位又缺乏相关资质，或不承

担劳务派遣的劳动关系建立、社保缴纳、

工伤保障等责任；要么很像员工借调，但

借调的范围又很广很杂，远超传统的借

调范围，且借出单位与借入单位对于借

调员工的劳动保障责任也存有错位、推

诿、扯皮等问题。

“共享员工”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也

有其生存空间，但不能成为规避用工责

任的借口。劳动监察部门、劳动争议仲

裁机构、法院等应依法梳理各种“共享员

工”场景中的权利义务关系，明确“共享

员工”的性质，强化普法宣传，教育引导

用人单位合法合理使用“共享员工”模

式，承担相应法律责任，依法依事实支持

劳动者维权诉求。同时，相关部门应以

问题为导向，进一步完善法律法规，给用

人单位参与用工共享、劳动者维权以及

监管部门监督提供全面、权威、清晰的依

据和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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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约车面临网约车面临““饱和危机饱和危机”，”，行业拼价更要比质行业拼价更要比质

谨防非法
“代理维权”陷阱

“征信修复”“优化债务”

“停息挂账”……近期，中介

化、职业化的涉金融领域非

法“代理维权”现象有所抬

头，已成为金融机构贷后环

节新的风险点。国家金融监

督管理总局提醒广大消费

者，应通过正规渠道表达诉

求，依法理性维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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