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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证照办理“做减法”

北京市民李先生打算近期申请保障性住房资格，

他在咨询住建部门后得知，从今年起，北京市保障房资

格申请手续已取消全部纸质证明，所有申请家庭成员

只需填写“收入、住房、财产”等情况，无须再提供多份

申请材料。“原以为得奔波好几趟盖章子，没想到程序

简化了这么多，实在是太方便了！”他高兴地说。

“盖章子”的减少，得益于2018年党中央、国务院

部署开展的证明事项清理工作。记者从司法部获悉，

司法部专门成立由部长担任组长的清理工作领导小

组，建立清理工作联络机制，开设“群众批评——证明

事项清理投诉监督平台”接受群众投诉，并及时督促指

导各地区、各部门抓紧开展清理，按期完成任务。

中国人民银行取消“户口迁移证明”等11项证明

事项；司法部取消涉及律师执业管理等28项证明事项

……据司法部统计，截至2019年年底，各地区、各部门

共取消证明事项13000多项。从群众投诉量看，2018

年9月投诉监督平台开通当月共收到群众反映相关问

题865件，2019年11月共收到群众反映相关问题15

件，投诉量大幅度下降。

据悉，司法部正在汇总审核国务院相关部门拟保

留证明事项清单，为证照办理进一步“做减法”。

让群众办事少跑腿

编制“一”张承诺清单、提供“二”类承诺模板、建立

“三”种承诺制度、打好“四”种承诺补丁……这是浙江

省台州市在打造“无证明城市”过程中总结出来的实践

经验。通过开展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工作，台州市县

两级现已取消7000多项证明材料，努力让群众办事

“最多跑一次”。

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是指行政机关在办理有关

许可登记等事项时，以书面（含电子文本）的形式将证

明义务、证明内容以及不实承诺的法律责任一次性告

知当事人，当事人书面承诺已经符合告知的相关要

求，行政机关不再向其索要证明而依据书面承诺予以

办理。

2019年5月，司法部按照国务院的统一部署组织

天津、上海、四川等13个省、直辖市和公安部、交通运

输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5个部门开展证明事项

告知承诺制试点工作。试点地区和部门对这项工作高

度重视，普遍出台相关制度规范工作流程，通过运用信

息技术、强化信用惩戒等手段促进改革措施落实落地。

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底，试点地区和部门

累计试点告知承诺制证明事项约2500项，涉及公安户

籍、交通运输、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不动产登记、教

育、科技、司法行政等60多个领域，有效缩短了群众办

事时长、节约了行政服务成本。

将全面推广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

根据国办有关深化“放管服”改革重点任务的分工

方案，今年要在全国推广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司法

部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局副局长徐志群表示，经过一年

多的试点，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工作已经探索出一系

列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初步具备在全国全面推

行的条件和基础。

根据部署，司法部将在总结试点工作经验基础上，

针对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存在的突出问题精准发力，

推动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全面推行。

据悉，司法部正在酝酿出台相关指导意见，就全面

推行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的具体内容、任务目标和工

作要求作出明确规定，努力通过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

充分发挥“减证”与“便民”作用，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

激发经济社会活力。

“‘奇葩证明’问题的产生，根本在于政府履职不到

位。从开展证明事项清理到推广证明事项告知承诺

制，这是一个逐步深化、不断渐进的过程，也是政府提

升治理能力的重要方式。下一步，我们将在指导意见

出台后，组织各地区、各部门加强对指导意见的学习，

交流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工作典型经验，及时督促指

导这项工作全面推行，努力让群众更加满意。”徐志

群说。

“天价索赔”套路“维权”

近日，某媒体因转载一张图片被北京某图片公司

起诉侵害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该公司主张侵权赔偿

7000元、律师费3000元，共计10000元。“索赔金额颇

高，且无理无据。”该媒体相关负责人接受采访时表示，

此公司提交的图片权属证明材料有瑕疵，不能完全证

明其是图片的权利人，图片也并未标注权利来源、权属

联系途径等，且知名度及技术含量不高，制作成本较

低，一般情况下，市场合作的图片使用费一张才几

十元。

“这就是讹诈，我们明明有版权，他还告我们。”王

先生所在的媒体发布一张幼儿园儿童上课的照片后，

也收到同一家公司的控诉，要求一张照片赔偿7000

元。王先生查询图片的版权归属问题后，发现自己并

不存在侵权的状况，“我们发现这张图片的版权同时也

归于另一家图片网站，而我们几年前就和那家图片网

站签了合同，拥有正当的版权。”

以上例子并不鲜见，不少媒体及自媒体人因图片

诉讼案而进行高额赔偿。在多个网站的论坛、留言处，

有人直指类似公司专门通过诱导他人下载图片，然后

通过恶意起诉对方来牟利。

恶劣手段破坏版权生态健康

在浙江凯富律师事务所律师方涛看来，这种案子

的出现，很大的原因在于许多图片来源不清晰。实际

上，模糊版权信息是部分图片网站或公司设下陷阱的

第一步。在知识产权相关诉讼中，往往让不知情的使

用者踩中侵权陷阱，再向对方提起索赔或者商业狙击。

“这种手段比较恶劣，反而会造成版权生态不健

康。”方涛说，著作权本身是为了保护原创者的利益，但

不少商业机构却把侵权做成了一门生意。

在西安从事旅游行业的冯先生被某图片公司起诉

后，他发觉对方并不像是真正地维权，而是由委托的律

师劝说冯先生私下和解，试图得到高额索赔或签订包

年合同。

此类现象甚至已经形成版权交易市场中的灰色产

业链。“表面上是图片版权维权的行为，但实际上是敲

诈勒索的行为。”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心副主任

朱巍接受采访时介绍说，“图片公司如果找到一张侵权

图片，动辄索要上万元钱，如果手握数十张、上百张图

片，甚至要求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和解款，或者干脆要

求软件方跟他签约，每年付费才可以。这种情况在网

络实践中已经出现了好几年，而且很多。按照法律规

定维护权利无可厚非，但是不能变成敲诈勒索。”

大量占据国家法律资源

据悉，目前图片网站的图片来源主要是摄影师，图

片平台会签约一批摄影师为他们独家供图，这一部分

的版权维护显然是正当的。但除了签约摄影师供图，

许多图片平台上都存有大量版权并不属于自己的图

片，以至于不少企业发现自己的logo也被上传到了收

费图库。有媒体负责人表示很无奈，自己原创的图片

也被一些图片公司申请了版权，还反过来进行“碰瓷式

的维权”。

避免版权保护陷入“无底洞”，与提倡版权付费一

样重要。陕西维恩律师事务所律师关益表示，目前我

国对立案采取的是立案登记制度，对于原告提供证据

审查并不是特别严格，这样就让某些图片网站有机可

乘，在不享有版权的情况下，依旧去立案。

对此，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三庭（知识产权审

判庭）副庭长林广海曾表示，对不享有版权的照片虚构

版权进行牟利的违法行为，坚决不予保护，情节严重的

依法应当予以惩罚；关于照片作品侵权判赔金额，应当

以涉案作品的市场正常许可费用等作为参照。

“‘索赔维权’商业模式应该终结。”业内人士指出，

要严厉查处图片公司通过假冒授权、虚假授权等方式

非法传播他人作品的侵权行为，着力整治图片公司在

版权经营活动中存在的权属不清、滥用权利、不正当维

权等违法违规行为，推动相关企业合理合法维权。“期

待监管部门和相关平台肃清版权行业乱象，建立系统

规范的图片版权保护机制，构建健康有序的图片版权

市场。”

新华社 白阳

办理出境游手续被要求“证明你妈是你妈”，兑换破损钞票被要求证明“非

被人为故意破坏”……曾几何时，各种令人啼笑皆非的“奇葩证明”不仅让群众

办事身心俱疲，也让基层部门不堪重负。

2018年，党中央、国务院就持续开展“减证便民”行动作出多个重要部署，

要求全面清理“奇葩证明”、循环证明、重复证明等各类无谓证明，司法部负责组

织实施。两年过去了，这项工作现在进展如何？有什么进一步的目标举措？

敲诈勒索方式奇葩，危害图片版权交易环境

“图片碰瓷”亟待重拳整治
《人民日报海外版》青原

当前图片版权行业乱象较为严重，图片网站或代理公司“天价索赔”甚至“敲诈勒索”式的套路维权营销

模式频频出现，有些公司专门以起诉或赔偿来牟利。专家认为，这类公司依赖“碰瓷”大赚诉讼费的商业模

式必定走不远，究其本质，这种披着“版权保护”的外衣大肆吸金的行为已极大危害图片版权交易环境，亟待

相关部门加以重拳整治。

盖章跑断腿，证明满天飞

恼人的“奇葩证明”如今还有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