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挖掘“宅经济”潜力
丰富新业态发展

非常道

国家将加快人工智能研究生培养

近日，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发

文，指出要依托“双一流”建设，深化人工智能

内涵，构建基础理论人才与“人工智能+X”复

合型人才并重的培养体系，探索深度融合的学

科建设和人才培养新模式，着力提升人工智能

领域研究生培养水平，为我国抢占世界科技前

沿，实现引领性原创成果的重大突破，提供更

加充分的人才支撑。 @中国日报

现在，网络购

物一下成了日常生

活的刚需。很多电

商平台生鲜类商品

近一个月的销量成

倍增长。据悉，在

京东旗下的一家生

鲜超市，蔬菜的增

长幅度最大，达到 5 到 7 倍的增长，比

如，平时每天有3万到5万订单的销售

额，现在达到 20 万、30 万的订单。（3

月3日《中国经济周刊》）

疫情防控期间，人们原本的生活

消费习惯被打乱，宅在家里成为近

一段时间人们的新生活状态。不仅

是电商平台的一些线上零售火了，

随着复工脚步而来，一些在线教育、

在线医疗、网络培训、居家办公等新

业态也加快了发展步伐，成为经济

发展新动能。

笔者认为，异军突起的“宅经济”，

依托互联网，具有低成本、高效率、方

便快捷等特点，撑起了疫情防控期间

国民消费的“半边天”，以及开启了部

分员工居家工作的新模式，确实为经

济发展注入了新活力。但我们更需要

关注的是“宅经济”丰富经济新业态

发展的长期影响。

现代互联网、大数据等电子技术

发展很快，为“宅经济”提供了技术支

撑。疫情过后，“宅经济”也不会“昙

花一现”。事实上，“宅经济”的出现，

已给了许多行业新的生机。居家办

公、“云会议”等变相地推动企业创

新，改变不少经营业务的传统做法，

重新定位了市场。一定程度上，也催

生了一些相应的线上就业需求，增加

了大量居家办公、居家经商者的就业

机会，丰富了新业态的发展。

“宅经济”是一个很有潜力的富

矿，只要深度挖掘，就能更好地拉动

消费、扩大就业，助推经济发展。笔

者建议，各生产和服务性企业要及时

把握“宅经济”丰富新业态发展机遇，

推动产业变革，促进创新升级。比

如，电商平台从线下单一渠道转变为

全渠道模式；从以产品为中心转变到

以消费者为中心；进一步加快远程办

公、远程医疗、在线教育等新兴产业

发展等。我们相信，随着云计算、物

联网、机器人、人工智能等技术应用

日趋成熟，“宅经济”发展前景会更加

广阔，由其催生的经济新业态也会越

来越丰富。

众多公共场所冬季普遍

都会在门口处悬挂门帘防风

保暖。北京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工作领导小组第三十一次

会议强调，公共场所要将“一

米线”、摘门帘作为规定动

作。连日来，记者根据市民

的投诉，探访多家商场、地铁

站等公共场所，发现有些地

方的门帘依然还挂着。（3月

3日《北京晚报》）

一些公共场所在门口处

悬挂门帘，其目的就是为了

防风保暖。但是在疫情形势

当下，以及天气逐渐转暖，这

些门帘也有必要因“疫”而

摘。要知道，棉门帘影响通风

换气，一旦遇到几名顾客同时进出的情

况，这一掀一放会导致通行效率缓慢，

极易造成扎堆等待的现象，从而埋下

交叉感染的风险，这亟待引起重视。

北京市商务局疫情防控指引更明

确表示，商品交易市场、批发市场、加

油站、商超配送物流企业以及美发美

容企业摘掉门帘，在保持室内温度的

情况下，手动大门尽量保持开启状

态，避免反复触摸造成的疾病传播风

险。而这也是疫情防控的需要。

所以，一些场所的门帘也亟待摘

下来。比如，媒体报道，通州万达广

场疫情期间为限制客流量，只有位于

东北方向的 1 号门和西北方向的 2 号

门可以正常出入，有市民就表示，“门

口这一溜儿都是门帘，也不通风，这

要是真的有病毒，根本排不出去啊！”

门帘该摘不摘，无疑会埋下诸多

隐患。某种意义而言，公共场所摘下

门帘看似是小事，但也事关着群众的

通行效率，更关乎着疫情防控措施落

实成效。正如媒体表示，当前为了防

控疫情，公共场所最需要的恰恰是通

风，挡风保温理应要让位于两个字

——安全。所以，公共场所摘下门帘

保持通风很有必要。

同理，类似的门帘隐患也需要引

起高度重视。有媒体曾直言，“电梯按

钮、理发用品、公共洗手间等容易被忽

视的地方，也都应该引起足够重视，做

地毯式的清理。”确实如此。人们习以

为常的细节之处，往往埋藏着巨大的

风险隐患。疫情防控期间就需要将这

些薄弱点找出来，落实好相关举措，为

公众营造安全的生产生活环境。

疫情防控期间门帘隐患须重视 □ 杨玉龙

时事乱炖

□ 周家和

“共享员工”愿景可期
但也需依法规范

微声音

中疾控强调：6种情况不应进行消毒

中国疾控中心研究员张流波表示，6 种情

况不应消毒。①不对室外环境大规模消毒；②

雨雪天气不对室外环境消毒；③不对外环境空

气消毒；④不直接用消毒剂对人全身喷洒消

毒；⑤不对外环境水塘、水库、人工湖投消毒

剂；⑥不在有人的情况下对室内空气消毒。

@科普中国

热点冷评

□ 张智全

在新冠肺炎疫情中，“共享员工”这种新型

用工模式悄然兴起。“共享员工”是疫情之下的

权宜之举，还是未来社会发展趋势？“共享员

工”在因“疫”而生备受青睐的同时，也因其存

在的诸多法律风险，引发了广泛关注。（3月3

日《新快报》）

所谓“共享员工”，是指企业和企业之间以

“借用”或“外派”的方式实现劳动力的流动，以

此提高人力资源配置效率的一种灵活用工方

式。虽然“共享员工”是不少企业在疫情冲击

下不得已的选择，但也不失为灵活用工方式的

创新。相信即使在疫情过后，这种用工方式在

劳动力供求矛盾突出的行业仍是前景可期。

然而，需要提醒的是，任何新生事物都具

有两面性，“共享员工”亦不例外。特别是其中

存在的诸多法律风险问题，如不及时解决，那

么必然会让“共享员工”这种用工模式失之于

规范。

从法理逻辑上分析，“共享员工”用工模式

的法律风险主要在于劳务关系的认定。由于

“共享员工”属于跨企业就业，其劳动法律关系

涉及两个甚至更多的不同企业，员工在劳动期

间发生薪酬待遇、工伤保险等劳动争议后，相

关各方的权利义务和风险责任的承担究竟如

何认定，显然不能直接套用员工与原派工企业

的劳动合同关系。如果企业间相互达成了协

议，问题解决起来则相对简单；反之，则不可避

免地出现纷争，让问题的解决复杂化。同时，

法律对这种劳务关系的认定不明确，也可能让

部分企业借“共享员工”之名而行非法劳务派

遣之实，导致员工的合法权益受损。

故此，要确保“共享员工”这种用工模式规

范运行并有可期的发展愿景，就必须未雨绸缪

地对其依法规范。司法机关、劳动主管部门、

行业协会等职能部门，应及时给出法律适用指

导意见，指导企业与员工以及企业间签订好相

关协议，约定清楚各方的权利义务、风险责任

承担，尽量避免可能带来的风险，消除各方的

后顾之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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