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中央軍委晉升上將軍銜儀式
23日在北京八一大樓舉行。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出席晉銜儀
式。
上午10時許，晉銜儀式在莊嚴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聲中

開始。中央軍委副主席張又俠宣讀了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簽署
的晉升上將軍銜命令。中央軍委副主席何衛東主持晉銜儀式。

習近平向晉升上將軍銜的陸軍政治委員陳輝頒發命令
狀，表示祝賀。佩戴了上將軍銜的陳輝向習近平敬禮，向
參加儀式的全體同志敬禮，全場響起熱烈掌聲。
晉銜儀式在嘹亮的中國人民解放軍軍歌聲中結束。
中央軍委委員劉振立、張升民，軍委機關各部門、軍隊駐

京有關單位主要負責同志等參加晉銜儀式。

中央軍委舉行晉升上將軍銜儀式
習近平向陸軍政委陳輝頒發命令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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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賣員與平台屬僱傭關係
最高法撐新業態勞動者合法權益
新業態勞動關係爭議大 關鍵看是否存在支配性勞動管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趙一存 北京報

道）隨着互聯網平台經濟迅速發展，內地

的外賣騎手已超千萬、網絡主播超1,500萬

人，如何保護這類新業態勞動者的合法權

益？最高人民法院23日首次發布新就業形

態勞動爭議專題指導性案例，就相關問題

作出回應。最高法研究室主任周加海當日

在最高法新聞發布會上表示，新就業形態

勞動爭議所涉情形複雜多樣，是否存在勞

動關係判斷困難。最高法發布的兩個涉及

平台企業與外賣騎手的案例中，平台企業

利用簽訂承攬、合作協議、「引導」勞動

者註冊為「個體工商戶」、連環外包等方

式規避與外賣騎手建立勞動關係，最終最

高法均判雙方存在用工事實，存在勞動關

係，外賣騎手提起的勞動仲裁獲得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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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凝哲 北京報道）《國
家監察委員會關於整治群眾身邊不正之風和腐敗
問題工作情況的報告》22日提請十四屆全國人大
常委會審議。報告顯示，二十大以來，全國監察
機關共查處群眾身邊不正之風和腐敗問題76.8萬
件、處分62.8萬人，移送檢察機關2萬人，讓群
眾真切感到正風反腐加力度、清風正氣在身邊。
報告指出，2024年以來，國家監委在全國部署開
展集中整治，以超常規舉措依法推動解決群眾急難

愁盼問題，直接查辦督辦重點案件2,633件。據央視
新聞報道，校園食品安全直接關係學生健康，一些
不法人員從孩子口中「奪食」，群眾有切膚之痛。
國家監委下大氣力推動解決，督促有關部門首次摸
清全國中小學食堂及供餐情況等底數，指導各級監
察機關依法查處貪佔學生餐費、插手招標採購、收
受回扣等問題3.8萬件，處分2.3萬人。針對審計發
現問題督辦12起典型案件，指導各地立案查處414
人，督促66個縣整改擠佔挪用營養餐資金等問題。

在掃黑除惡問題方面，國家監委會同政法部門
常態化機制化推進「打傘破網」，深挖涉黑涉惡
腐敗和「保護傘」問題9,870件，處分9,514人，
移送檢察機關833人。直接督辦山西孝義王財
寶、河北唐山楊立國、湖北武漢黃大發等23起重
大涉黑涉惡案件背後「傘網」問題，督導地方監
察機關嚴肅查處安徽省宣城市人大常委會原主任
楊業峰，陝西省銅川市原副市長、公安局局長高
毅等一批影響大、職級高的「保護傘」。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2024年12月23
日，湖南省常德市中級人民法院公開審理被告人
黃文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案，對被告人黃文
以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判處死刑，緩期二
年執行，剝奪政治權利終身。
法院經審理查明：被告人黃文因投資虧損、與

家人矛盾等原因，為發洩個人情緒，於2024年11

月19日7時37分許，駕駛汽車在湖南省常德市鼎
城區玉霞街道雙潭路附近，加速、連續衝撞小學
生等人群，並在車輛因故障停駛後持械下車攻擊
群眾，被當場抓獲。黃文的犯罪行為致7人輕
傷、16人輕微傷、7人輕微傷以下損傷，其中包
含18名小學生，使公私財產遭受重大損失。
常德市中級人民法院經審理認為，被告人黃文

的行為構成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黃文選
擇不特定多數的無辜小學生作為主要作案對象，
犯罪動機卑劣，主觀惡性極深；選擇人流集中的
地段、學生入校高峰時段，駕車衝撞人群，犯罪
情節極其惡劣；犯罪行為造成多人受傷，使公私
財產遭受重大損失，給被害人及在校學生、周邊
群眾造成心理創傷，嚴重危害公共安全，擾亂社
會秩序，造成惡劣影響，社會危害極大，應依法
懲處。法庭遂作出上述判決。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12月23日，中
國湖北省咸寧市中級人民法院已收到原中國男子
足球隊主教練李鐵的上訴書。
12月13日，咸寧市中級人民法院對李鐵案公開

宣判，李鐵被以受賄罪、行賄罪、單位行賄罪、
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對非國家工作人員行賄
罪數罪並罰判處有期徒刑二十年。
判決結果出來後，李鐵律師孫曉洋曾透露，是

否選擇上訴還要和李鐵商量。
一審宣判後，李鐵有10天的上訴期（從接到判
決的次日進行計算），23日為上訴期限的最後一
天。
據《足球報》統計，此次中國足壇反腐行動
中，已知的涉案金額已經超過了 3.2 億元人民
幣。一年之內，共計16名中國足壇涉案人員公開
被宣判。

其中，中國足協原主席陳戌源非法收受他人
財物8,103萬元人民幣（400萬未實際取得），
一審以受賄罪被判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
身，其相關違法所得以及個人名下全部財產全
部收繳國庫。此外，前中國男足國家隊主教練
李鐵涉案金額將近1.2億，兩人加起來就已達2
億。
根據《刑事訴訟法》規定，一般情況下，二審
不能加重被告人的刑罰。因此，李鐵上訴最差的
結果是維持原判，業界猜測這可能是李鐵選擇上
訴的影響因素之一。

二十大後查處腐敗問題逾70萬件 處分逾62萬人

湖南駕車衝撞人群案 被告黃文被判死緩

一審判囚20年 國足原主帥李鐵上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趙一存 北京報道）「網絡
社交媒體評論區因其可以突破時空局限，就多元話
題開展即時交流，逐漸成為大眾社會互動的主要場
所之一。」國家安全部23日發文指出，近年來，部
分境外間諜情報機關通過人工篩選、算法捕捉等方
式，利用網絡社交媒體評論區竊取中國國家秘密，
擾亂網絡秩序，對中國國家安全構成威脅。對此，
國家安全部提醒，民眾需保持警惕，增強國家安全
意識和反間防諜意識，如發現有涉及反動、敏感等
負面信息，應保留證據，及時舉報。

以詢問辯論交友等方式刺探國家秘密
國家安全部指出，境外間諜情報機關在社交媒

體評論區通過多種手段竊取中國國家秘密。比
如，通過偽裝成相關話題愛好者，潛伏在有關政
治、經濟、軍事、科技等內容的網絡評論區裏，
以詢問、辯論、交友等方式刺探中國國家秘密。
國家安全機關工作發現，他們通過人工篩選或算
法捕捉等方式，在某涉科技項目視頻的評論區中
刺探中國科研裝備參數、編號、研發人員等涉密
敏感信息。

招募「水軍」散布抹黑政府的不實言論
境外間諜情報機關還通過招募「水軍」、使用

社交媒體機器人等方式，在評論區中肆意編造散
布抹黑中國政府、政策的不實言論，或歪曲中國
歷史誤導民眾認知。此外，也會通過創建大量用
於製造輿論的網絡賬號，在社交媒體中主動操縱
設置話題，並在評論區中刷屏控評，激化矛盾、
製造對立，企圖帶偏輿論風向，操縱輿論話題。
「廣大人民群眾應保持警惕，增強國家安全意

識和反間防諜意識。」國家安全部提醒，民眾特
別是核心涉密崗位工作人員在參與評論時，不在
評論區中發布任何涉密信息，不暴露自己接觸到
涉密單位、涉密人員及國家秘密的情況，避免被
別有用心之人利用。

境
外
間
諜
機
構
利
用
社
交
評
論
區
竊
取
中
國
秘
密

「從收入角度，近年新業態

下的勞動者收入整體不增反

降。智能技術、數字平台改變了勞動者的工

作流程和工作性質，導致新業態工人不太可

能獲得高薪。」華南師範大學經濟與管理學

院教授董志強接受第一財經訪問時表示，當

前，數字化平台成為組織勞動者隊伍和工作

任務的重要載體。算法管理是數字勞動平台

的顯著特徵，算法從根本上塑造了平台工作

流程和績效管理。數字平台可以獲得海量的

員工、客戶、工作任務和狀態的數據，跟蹤

鍵盤輸入、隨機截取屏幕、利用監控工具等

獲悉勞動者適時工作狀態；在出行平台中，

也可以進行 GPS 監控、通過接受率、取消

率、客戶評分、錄音錄像等了解員工狀態。

「平台會通過動態定價來造成勞動力供給

的相對過剩，從而確保有隨叫隨到的工

人。」董志強認為，基於監督的報酬合同，

勞動力供給過剩的競爭，以及平台和消費

者、勞動者之間極不對稱的權力，共同導致

了新業態勞動者難以高薪的結果。

如何保護數字平台的勞動者？董志強建

議，設立專門的算法監管機構，對平台算法

進行審查和監管，確保算法透明、公平、合

規，同時賦權勞動者維護自身權利。其次，

對勞動者的保護，應從依賴穩定的崗位或僱

傭身份，向以個體勞動者為核心，提供可轉

移、可適配的社會保障轉變。例如，職業傷

害險參保方式、參保地點應更加靈活；養老

保險、基本醫療保險需要對應配套改革；勞

動者在不同平台切換時，社會保障權益應保

持持續性；需要建立全面覆蓋的托底性保

障。第三，更好地發揮政府的作用，包括地

方政府可以建設替代性的公益性數字勞動平

台，以及利用數字技術建立基於收入監測機

制進行更精準地就業幫扶等。

●來源：第一財經

特稿

二十大報告明確提出，完善促進創業帶動就業
的保障制度，支持和規範發展新就業形態。

根據中華全國總工會第九次全國職工隊伍狀況調
查，目前新就業形態勞動者8,400萬人。自2020年
至2024年近五年來，全國法院共受理新就業形態
民事糾紛案件約42萬件。不過，調研發現，實踐
中對於如何準確判斷平台企業與勞動者之間是否
存在勞動關係較難把握、爭議較大。是否存在勞
動關係，對勞動者的權益有重大影響。存在勞動
關係的，勞動者依法享有取得勞動報酬、享受社
會保險和福利、獲得經濟補償和賠償金等一系列
權利。

部分企業「連環外包」規避建立勞動關係
周加海介紹，原勞動和社會保障部2005年發布
實施的《關於確立勞動關係有關事項的通知》
中，明確了傳統勞動關係的認定標準，但在新就
業形態領域，勞動用工模式在管理方式、工作時
間、報酬支付等方面呈現靈活性、多元性、技術
性等新特點，造成新就業形態勞動爭議所涉情形
複雜多樣，是否存在勞動關係判斷困難。特別
是，實踐中還存在有的企業規避建立勞動關係的
現象。例如，有的平台企業將業務、勞務「連環
外包」，有的企業通過誘導勞動者註冊為「個體
工商戶」並訂立合作、承攬協議等方式，規避勞
動法律法規和用人單位責任，進一步加劇了準確
判斷的難度，一定程度上影響了裁判標準的統
一。
為有效解決司法實踐問題，及時回應社會關

切，依法維護新就業形態勞動者合法權益，保障
平台經濟健康有序發展，最高人民法院組織選編
了這一批專題指導性案例。周加海介紹，在新就
業形態下，儘管平台企業生產經營方式發生較大
變化，具有很多新的特點，但判斷企業與勞動者
之間是否存在勞動關係，仍然必須扭住勞動關係
的本質、核心特徵，即是否存在支配性勞動管
理。

即使不能確立勞動關係 依法應保障相應權益
當日發布的案例還涉及網絡主播和代駕司機。

近年來，隨着網絡直播行業發展，網絡主播與
MCN機構之間的勞動爭議也較為多發。指導性案
例明確，經紀公司對從業人員的工作時間、工作
內容、工作過程控制程度不強，從業人員無需嚴

格遵守公司勞動管理制度，且對利益分配等事項
具有較強議價權的，應認定雙方之間不存在支配
性勞動管理，不存在勞動關係。針對代駕司機與
平台企業之間是否存在勞動關係的問題，指導性
案例明確，平台企業或平台用工合作企業為維護
平台正常運營、提供優質服務等進行必要運營管
理，但未形成支配性勞動管理的，對於勞動者提
出的與該企業之間存在勞動關係的主張，法院依
法不予支持。
周加海強調，指導性案例並不意味着平台企業

與網絡主播、代駕司機之間絕對不能成立勞動關
係，關鍵要看是否存在用工事實，構成支配性勞
動管理。即使不構成支配性勞動管理，不能確立
勞動關係，但企業進行一定勞動管理的，也應依
法依規保障勞動者的相應權益。

●最高人民法院23日首次發布新就業形態勞動爭議專題指導性案例，就相關問題作出回應。圖為外賣騎
手在等外賣中。 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