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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铎印

不久前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

议指出，要“加强灵活就业和新就业

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近日，最高

人民法院公开发布第 42批共 4件新

就业形态劳动争议专题指导性案例，

涉及外卖骑手、网络主播、代驾司机

等职业群体。

近年来，随着平台经济的快速发

展，以外卖骑手、网络主播等为代表

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数量大幅增加。

数据显示，目前新就业形态劳动者

8400万人，占全国职工总数的21%。

新就业形态是伴随着互联网技

术应用和数字经济发展而出现的新

型工作模式，因其工作内容多样、工

作时间弹性大等优势，吸纳了大量劳

动者就业。如何保障好这一群体的

劳动者权益，成为全社会高度关注的

话题。

现实中，由于新就业形态领域劳

动用工模式在管理方式、工作时间、

报酬支付等方面呈现灵活性、多元

性、技术性等新特点，造成新就业形

态劳动争议所涉情形复杂多样，是否

存在劳动关系判断困难。近五年，全

国法院受理的新就业形态民事纠纷

案件数量约42万件。由于用工模式

的复杂性和相关法律法规的滞后性，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在职业伤害保障、

劳动关系认定、工伤认定等方面遇到

了诸多难题。特别是，实践中还存在

有的企业规避建立劳动关系的现象。

例如，有的平台企业将相关业务“连

环外包”，有的企业通过诱导劳动者

注册为“个体工商户”并订立承揽、合

作协议等方式，规避劳动法律法规和

用人单位责任，进一步加剧了准确判

断的难度，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裁判标

准的统一。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

雇佣关系模糊、权益保障不足等问题

日益突出，给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

保障工作带来了新的挑战。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劳动保障

问题，关乎着众多家庭的幸福，更关

系到就业空间的持续拓展。当前，劳

动权益保障正逐步覆盖灵活就业职

业群体，司法实践也积极探索具体实

施路径。在最高人民法院此次公开

发布的4件指导性案例中，两件获得

支持，两件未获支持，起到了以案释

法的作用。如外卖小哥徐某申与企

业构成支配性劳动管理的，应当依法

认定存在劳动关系；代驾司机秦某丹

自主决定是否注册使用平台，与平台

未形成支配性劳动管理，因此不应认

定双方之间存在劳动关系。这说明，

无论平台企业生产经营方式发生何

种变化，判断企业与劳动者之间是否

存在劳动关系，仍然必须抓住劳动关

系的本质、核心特征，即是否存在支

配性劳动管理。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案例并不意

味着平台企业与代驾司机之间绝对

不能成立劳动关系，关键要看是否存

在用工事实，构成支配性劳动管理。

即使不构成支配性劳动管理，不能认

定存在劳动关系，但企业进行一定劳

动管理的，也应当要依法依规保障劳

动者的相应权益。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是经济社会

发展的重要力量，维护好他们的劳动

权益，是法治社会的应有之义。与此

同时，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权益保障

是一个复杂而艰巨的任务，在强化司

法保障的同时，也需要不断完善相关

保障机制和法律法规，织密新就业形

态劳动者权益保障网，增强新就业形

态劳动者抵御风险的能力，让他们共

享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

切实维护好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切实维护好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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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手机点餐、洗衣店洗衣、运动健身、

预订酒店、智慧停车……消费者在享受

数字化时代带来的便利时，个人信息也

不可避免地留存在了不同的服务平台

上。近日，有媒体报道，经过测试，上述

消费场景均存在极大信息泄露风险。

相关专家指出，眼下消费市场上

的网站和应用程序上，存在着海量的

数据接口。仅一个简单的APP应用，

平均就拥有成百上千个数据接口；一

个小型平台，就可能拥有上万个数据

接口。恰恰是这些承载着海量数据流

转和交互的数据接口，正是不法分子

眼中的薄弱环节，也逐步成为他们主

要攻击的目标。

@《北京青年报》：从多个小程序

“不堪一测”，到警方破案发现数据接

口漏洞，均指向消费端在个人信息保

护方面很脆弱，很容易被不法分子入

侵。被盗取的公民个人信息，轻则用

于商业推广，重则用于违法犯罪。为

防止公民因个人信息泄露被骚扰、被

诈骗，必须及时堵上消费端的数据接

口漏洞。这既需要强化酒店、餐饮店

等小程序使用者的个人信息保护责

任，也要加强各小程序提供方的安全

保障责任。

@《广州日报》：数据接口虽然存在

安全风险，若加强技术防护、及时拦

截，则可在一定程度上减少隐患。软

件开发商和使用方应当自觉遵守法律

法规，共同守护用户的隐私，收集最小

范围内的必要信息，并确保用户充分

了解并同意信息的使用方式。监管部

门则要督促相关企业履行维护网络安

全和数据安全的义务。消费者个人也

应提高警惕，确保自己的数据安全。

无论哪行哪业，只有对那些造成数据

泄露、担着重大安全责任的企业，依法

开出罚单，才能以儆效尤。

让让““无感监管无感监管””
释放更强释放更强““有感效应有感效应””

■李英锋

市场监管执法人员不用到现场，就能

发现餐饮企业工作人员在操作时是否规范

佩戴了口罩；夜深人静，食品操作间里悄悄

出现的老鼠再也不能逍遥法外，AI的“眼

睛”已经把它锁定……当前，北京正在全面

推行非现场监管，通过视频AI识别、设备

感知、物联感知、数据比对、大数据筛查、远

程检查、网络巡查、企业自主提交材料等8

种非现场监管方式，让“无感监管”走进各

行各业。据悉，在科技赋能的加持下，北京

计划到2026年将实现非现场检查量占比

超过60%。

传统的监管模式往往依赖于人力密集

型的“到场式”“巡街式”“突击式”检查，不

仅消耗大量执法资源，而且难以避免对企

业正常运营的干扰。而非现场监管则更多

依靠科技力量、数据力量、创新力量，可以

有效延伸监管触角、拓宽监管范围、增强监

管韧性，提升监管的精准性、公平性。

由于执法人员的数量、时间和精力是

有限的，难以对企业的相关点位实现不间

断、无死角监管。而相关的非现场监管设

备、数据等要素的时间和精力在理论上是

无限的，可以实现对企业相关点位的全天

候监管，且能对相关问题或嫌疑进行精准

捕捉、实时记录。尽管在不少情况下还需

要执法人员进一步甄别、核实、评估、处置，

但非现场监管要素做了大量基础性工作，

给执法人员提供了更翔实、更准确、更具时

效性的现场信息，让监管覆盖更加全面、更

加到位、更加精准。

比如在餐饮行业，后厨监管一直是个

老大难问题，而非现场监管是一把破题的

钥匙。在餐饮企业安装全方位、无死角的

监控摄像头，并接入市场监管部门的事中

监管系统，可以借助AI识别技术，实时智

能识别餐饮工作人员口罩和厨师帽佩戴、

抽烟、水池使用及老鼠活动等10项内容，

并将异常行为截图上传。如此，执法人员

无需到达现场，就能通过系统监管餐饮企

业的动态，发现异常并进行定性、督导整

改、上门检查等处理。这种科技赋能的监

管模式不仅提高了监管效率，还减少了对

企业的打扰。

执法人员的现场监管还可能受执法素

质、主观意识、作风等因素的影响，而非现

场监管是程序化监管，一般不会受到人情、

个人素质等因素的影响，监管会更加规范、

公平、公正。

需要强调的是，非现场监管所营造的

“无感监管”模式只是减少了执法人员的现

场监管，只是让企业在某种程度上对作为

执法者的“人”无感了或感觉减少了，但并

不会弱化其他替代性要素的现场监管，不

会降低整体的监管标准与强度。恰恰相反

的是，随着非现场监管体制的日益完善，监

管会越来越到位，监管的效果会越来越好，

监管也会变成无处不在的眼睛、无处不在

的手，会释放出更强的“有感效应”。

非现场监管是监管部门转变理念、创

新方式、强化效能的积极探索，既顺应了健

全治理体系、提升治理能力的需求，也顺应

了保护经营主体合法权益、优化营商环境

的需求。今后，相关监管部门应不断总结

非现场监管的经验，建立健全与非现场监

管有关的法律法规和政策体系，完善技术

措施，优化监管流程，强化执法培训，为非

现场监管提供全面坚实的要素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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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端数据接口信息漏洞咋防堵消费端数据接口信息漏洞咋防堵？？

决不能以低俗博流量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网络

视听司日前针对微短剧片名

哗众取宠、低俗庸俗顽疾发布

管理提示，要求不得使用恶

俗、恶趣味等违背公序良俗的

片名，不渲染极端对立、复仇、

暴戾、焦虑。这一举措直击行

业痛点，再次传递出坚决整治

低俗流量的鲜明信号。

中新社发 朱慧卿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