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男子吃十几次霸王餐没付一分钱，还砸坏店里设备

    本报讯 (记者 郭剑烽 通讯员 范婷婷)

记者从静安区人民法院召开的 2018年度金
融案件审判白皮书发布会上获悉，2018年受

理的 318件财产保险类案件中，涉机动车损
失鉴定的案件 273件，争议焦点都在定损上。

据白皮书显示，静安法院 2018年受理的
318件财产保险类案件中，涉机动车损失鉴

定的案件 273件（其中约 25%为单车交通事

故案件），占全部财产保险类案件受理数的
85.85%。该类案件争议焦点集中在对被保险

人自行委托第三方机构评估行为有效性的认
定，以及鉴定报告结论合理性上。此外，该类

案件还存在定损金额反差明显、重新鉴定占

比较多、原告胜诉案件居多等特点。

从司法角度看，涉机动车损失鉴定案件
频发的原因主要集中在：各方主体在机动车

损失金额确定、修理、理赔等环节中的协商解
决机制不完备；被保险人与保险公司在交涉

机动车损失理赔事宜时消极应对；评估机构
在机构资质、评估程序等方面存在不规范现

象，导致评估报告公信力存疑；鉴定市场缺乏

监管和统一的行业标准，还可能存在“鉴定黄
牛”扰乱市场规则，形成不良循环。

白皮书还提出完善健全鉴定行业法律法
规、实施创建多方主体联动平台、积极协调司

法鉴定多元监管等五项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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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贸区法院“朋友圈”共谋发展

好心借房给亲戚，动迁时发现被“偷走”
    郑先生曾购买了一套租赁公房，二十年

不曾居住，直到房屋被征收才发现该房屋的
征收补偿协议已经被他人签订，原来房屋承

租人早已变更为他人。莫名其妙房子“被偷
走了”，究竟是怎么回事？郑先生能不能要回

征收补偿利益？一番辗转，他找到了我，希望
讨回公道。

1997年郑先生用六万元人民币在上海

某中心城区购买了一套承租公房，成为了该
公房的承租人。1998年家住上海郊区的远房

表妹黄女士找郑先生协商，想把其儿子小杨
的户口迁入涉案房屋内以图在市区方便上

学。郑先生经不住其表妹的诉苦和恳求，就
答应把小杨的户口迁入了涉案房屋。

小杨只是借用学区房户籍资格在附近

学校就读，并没有在涉案房屋内实际居住，

之后房屋由郑先生出租并收取房租。2003年
6月郑先生因经商去了澳大利亚，委托黄女

士将房屋对外出租，最初的两年郑先生收到
了黄女士代为出租的房租，之后黄女士就不

再给付。考虑到表妹一家经济状况不好，郑
先生对此并没有计较。2018年 4月郑先生回

国定居后偶然得知，自己的房子早在几个月

前就被征收了，小杨的父亲老杨已经作为该
房屋的承租人和征收单位签订了征收补偿

协议，拟获得征收安置补偿款 560万余元。
原来早在 2004年 8月黄女士及其丈夫老杨

的户口就迁入涉案房屋，2005年 3月房屋的
承租人变更为小杨，2006年 10月房屋的承

租人变更为了老杨。户口不在涉案房屋的郑

先生，房子就这样被别人“偷走了。”

郑先生多方打听找到了我咨询。我给他
分析梳理案情，认为这是典型的房屋侵权。

涉案房屋是郑先生购买的公房，虽然其户口
不在房屋内，但其公房承租人的地位毋庸置

疑，其对涉案房屋当然享有居住和收益的权
利。黄女士一家和郑先生并非直系亲属关

系，郑先生并无义务解决他们的居住问题，

小杨的户口迁入纯属郑先生帮助性质，至于
黄女士和老杨的户口迁入时，均未经郑先生

的同意，其对涉案房屋并不享有居住权。涉
案公房两次变更承租权人手续均系伪造，侵

犯了郑先生的承租权，两次承租人变更均可
以依法撤销。至于征收补偿利益，上海高院

关于房屋动拆迁补偿分割民事案件的解答

中明确规定：通过市场买卖取得的使用权公

有房屋被拆迁后，所得到的货币补偿款，一
般应归出资人所有。因此本案全部征收补偿

款均应该归属于郑先生所有。
后郑先生委托我代理诉讼维权。我们首先

起诉要求撤销涉案公房两次承租人变更，将
承租户名恢复为原承租人。在本案胜诉后再

次起诉分割动迁利益，要求全部征收补偿款

归属原告所有。案件的走向和结果完全符合
我之前的预测，法院最终判决全部征收补偿

款归原告所有，案件以郑先生的胜诉而告终。
上海方洛律师事务所 韩迎春律师
每周六、周日（下午 1时到下午 6时）为

固定接待免费咨询时间，其他时间当面咨询

需提前预约，预约电话 4009204546。

地址： 普陀区常德路 1211号宝华大厦

1606室（轨交 7号线、13号线长寿路站，6号
口出来即到）

    本报讯（记者 宋宁华）全国 18个自贸

区法院“朋友圈”，共商服务保障自贸区发展
大计。在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成立 6

周年之际，近日，由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审
判庭、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指导，华东政法大

学、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共同主办的“聚
焦‘一带一路’建设 服务保障自贸区发展”第

四届自贸区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研讨会举行。

共商服务保障自贸区发展大计

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是党中央在新形势
下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对外开放的重大战略

举措。今年 8月 20日，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
区正式揭牌。随后，国务院新设 6个自贸区。

随着自贸区数量的增加，如何进一步提
升自贸区知识产权审判能力，持续优化营商

环境、提升开放水平，是 18个自贸区法院面

对的共同课题。本次研讨会的召开，为共同
研究和解答这个课题提供了一个良性的交

流平台。
据悉，自 2016年开始，上海浦东法院就

与华东政法大学合作举办自贸区知识产权司
法保护研讨会，联合全国自贸区法院凝心聚

力，共商服务保障自贸区建设大计，为自贸区

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工作积累了丰富的理论和
实践经验。

今年，参与研讨的“朋友圈”继续扩大。来
自上海、天津、河北、辽宁、黑龙江、江苏、浙

江、福建、山东、河南、湖北、广东、广西、海南、
重庆、四川、云南、陕西共 18个自贸区法院的

代表，以及北京、安徽的法院代表，全国多所
高校的知名专家学者等近百人，就网络游戏

产业、视频内容产业、人工智能产业的知识产

权司法保护问题开展专题研讨，大家踊跃发
言，积极互动，现场气氛十分热烈。

与会人员纷纷表示，今后将继续增进交
流协作，密切关注自贸区产业发展，进一步加

强对自贸区知识产权审判机制和典型案件的
研究，不断提升知识产权司法保护能力和水

平，努力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自贸区

营商环境。

全力提供一流司法服务和保障

记者了解到，自 2013年全国首个自贸区
在上海揭牌成立后，上海浦东法院便迅速跟

进、步履不停，不断开拓知识产权审判工作新
局面，在自贸区这块“试验田”上种出了累累硕

果，也成为全国 18家自贸区法院全力为自贸

区建设提供一流司法服务和保障的一个缩影。

6年来，上海浦东法院依托 25年开展知
产审判的丰富经验，深耕审判业务，充分发挥

司法保护知识产权的主导作用，审结了一大
批在全国有较大影响、反映上海自贸区产业

特征的知产案件。
在制度创新上，上海浦东法院不仅在全

国率先成立自贸区知识产权法庭，而且于今

年 10月设立自贸区知识产权法庭临港新片区
审判站。同时，依托最高人民法院自贸区知识

产权司法保护调研联系点这一平台，锐意改
革、主动作为，积极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自贸

区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经验。通过不断创新案
件繁简分流、纠纷多元化解、互联网审判等审

判机制，深入推进庭审方式改革，努力提升自
贸区知识产权司法服务和保障的层级水平。

    本报讯（通讯员 徐朦 记者 江跃中）由

浦东新区检察院与上海金融法制研究会合著
的新书《金融检察典型案例集》首发式，近日

在浦东新区检察院举行，沪上部分专家学者、
金融监管机构和金融企业界人士参加。据悉，

该新书首发式被列为上海市社联第十三届学
术活动月项目，也是浦东新区检察院继开展

“形象视频推送”“金融检察工作白皮书发布”

“金融风险防控”专题研讨之后又精心策划推
出的一项举措，为该院金融检察部门成立 10

周年系列活动画上圆满的句号。
据浦东新区检察院检察长杨玉俊介绍，

浦东金融检察部门每年办理涉金融、知识产
权案件约 1500件，在浦东金融检察部门成立

10周年之际，对所办理的典型的金融和知识
产权犯罪案件作一个梳理与回顾，既是对过

去 10年办案工作的一个总结，也是浦东金融

检察将在更高起点上的一次再出发，具有里

程碑式意义。浦东检察院作为全国最大的基
层检察院，应当为全国检察机关案例指导和

研究工作贡献更多的鲜活样本。
《金融检察典型案例集》一书由该院与上

海金融法制研究会历时半年共同编撰完成，
并按照案件所涉金融、知识产权要素归类，分

设贷款犯罪、外汇及货币犯罪、证券期货保险

犯罪、非法集资犯罪、信用卡犯罪、金融票证
犯罪、知识产权犯罪以及法定量刑情节等八

个案例篇章。其中，每篇案例均以案例要旨为
切入点，介绍基本案情和主要争议，由检察人

员结合积累的办案经验和专业的法律知识，
重点展开案例评析，并对争议焦点进行解读

和阐明作者观点，并邀请沪上知名专家学者
给予指导，从中剖析和解决司法办案中遇到

的疑难法律问题。

    本报讯（通讯员 陈岚 记者 袁玮）多次

在饭店吃霸王餐，还强拿硬要，任意损毁公私
财物，破坏社会秩序。近日，虹口区检察院以

寻衅滋事罪对男子陈某提起公诉。

沪上一陈姓男子在 2018年曾因寻衅滋
事行为被公安机关行政拘留 15天。拘留期

过后，陈某觉得坐过牢的自己跟别人“不一
样”了，可以四处吃霸王餐了。陈某表示，“实

在是没钱，而且（我）坐过牢，大家都怕，所以
不付了。”

去年 12月初，陈某走进一家小菜馆，点

了一份三黄鸡配上一些小菜，吃完后告诉菜

馆老板自己没钱，要么放他走，要么报警。老

板表示，“他说自己刚从牢里出来，没有钱，并
称自己是这块的一霸，这一带都认识他⋯⋯

我们不敢招惹，看到也比较怕，就放他走了。”

没想到，今年 4月，陈某又来了，这次点了一
瓶白酒、一包烟和一份排骨。因店内不出售

烟，老板娘去隔壁杂货铺买了一包给陈某。
“因为当时时间还早，店里厨师没来，我告诉

他暂时吃不了饭，他听后态度蛮横，不停威胁
我，还打掉我头上的帽子。”老板娘不想惹麻

烦，再次将陈某放走。“两次加起来一共 100

多块，虽然不多，但我们赚的都是辛苦钱。”菜
馆老板选择了报警。
根据报警记录，陈某不止在这一家餐馆

吃过霸王餐。2018年 5月至 2019年 2月间，
他在 4家店内有 4次吃了饭但拒绝付钱。不

仅如此，他还多次在网吧内上网时，随意拿取
网吧内饮料、食物而不给钱。甚至在服务员拒

绝提供食品的情况下，大闹网吧，将
电脑显示器推倒，造成网吧财

物损失。今年 3月，陈某因
大闹网吧被行政拘留 15

天。第二次被释放后的陈
某变本加厉，5月、6月在 3

家餐馆吃了 7 次霸王餐。
甚至有一次，喝完“霸王

酒”的陈某在路上随意骚
扰行人，在行人准备报警

时，夺过手机将其摔坏。
陈某每次吃霸王餐的

金额都不算大，但多次强
拿硬要，任意损毁公私财物，破坏

社会秩序，其行为已触犯《刑法》。近日，虹口

区检察院以寻衅滋事罪对陈某提起了公诉。

《金融检察典型案例集》在沪首发

静安法院最新发布 2018年度金融案件审判白皮书显示———

财产保险案呈逐年增长态势

“我牢里出来的，没钱！”

孙绍波 画

第四届自贸区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研讨会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