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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京

据央视报道，国内多个短视频
平台存在大量未成年人怀孕、生子
的视频，她们以此为荣，争相炫
耀。记者调查发现，平台的智能推
荐功能成了这些未成年妈妈背后
的推手。4 月 1 日，有平台回应记
者称，已经对平台上涉及“未婚妈
妈”等类似视频，进行了清理。对
于自称年龄低于14岁用户的案例，
平台已固定证据与有关部门沟通。

虽然《婚姻法》《未成年人保
护法》早已颁布实施多年，但早婚
早育现象在一些农村地区长期存
在是不争的事实。这其中有基层
治理失序、监护人失责等多个层
面的问题。未成年结婚生子，不
仅挑战社会主流价值观，也突破
了法律底线。我们不仅要看到短
视频乱象，更要看到背后的社会
乱象。因此，正确善后方式不应
该只是将相关视频一删了之，将
相关账号一封了之。相关平台固
定证据与有关部门沟通的做法，
值得肯定。

不过，除此之外也要看到，短
视频平台没有制造早婚早孕，而只
是用它们的算法进行了呈现和推

荐。但是，问题也出在算法上。在
相当长的时间内，科技公司们一边
大把赚钱，一边把“算法无罪”“技
术中立”当作万能免罪牌。但是，
近年来国内外的互联网用户都逐
渐意识到这其中的问题。无论
Facebook的用户信息泄露事件，还
是前几天引发争议的“中国用户愿
意用隐私换效率”，都凸显出用户
权利的觉醒。人们不再把算法视
作扑朔迷离的黑箱，而要进入其中
一探究竟。

依据技术哲学专家安德鲁·芬
伯格的技术批判理论，技术并不是
一个中立的工具，而是带有自己的
价值观及价值偏好：因为每项技术
都不是来自真空，而是有特定的场
景，比如：技术是由谁开发，为什么
开发，技术如何运用。而公众、政
府部门、科技公司也终将达成共
识：算法也要有价值观，如果不给
算法设置正确的价值观，它就会被
错误的价值观所俘获。

就拿近年越来越火爆的“智能
推荐”算法来说，技术名词说起来
很唬人，但归根结底一句话：尽可
能推荐用户想看的内容。而在算
法“眼”里，所谓用户想看的内容只
能根据用户看过的内容进行推

导。所以，你点一次未成年妈妈的
视频，平台就会自动给你推荐更多
未成年妈妈。算法确实没有想过

“我要做坏事”，但这个推荐过程本
身就体现了一种价值观——用户

“想看”什么都是正当的，流量最大
化才是终极目的。

为了流量最大化，用户隐私、
法律公德就极易沦为次级目的。
事实上，如果科技公司不能为自家
的算法划定“不可为”的红线，那就
是默认了允许算法作恶。推荐同
类视频看起来只是人畜无害的功
能，但早孕网红被平台热捧的事
实，却让我们清晰地看到了算法的
黑暗面。这些早孕的妈妈们本身
就是受害者，算法却帮助她们把自
己想象成受人追捧的英雄。

进而言之，算法在帮助人们在
网上快速找到同类的同时，也很容易
使人陷入封闭的信息环境难以自
拔。长期上某些资讯平台、视频平台
的用户，有可能失去认识更广阔的真
实世界的能力，假如是本身缺乏辨别
力的青少年用户，后果可能更可怕。

目前，公众关于算法价值观的
讨论还处于很初始的地步，但严峻
的现实警告我们，不能再任由算法
野蛮生长了。

平台热捧早孕网红：“算法”要有价值观

□陈强

福建西海粮油食品有限公司，
是当地规模较大的食用油加工企
业之一。在这里记者发现，对外打
着所谓高端调和油的旗号，实际上
几乎都是采用普通植物油勾兑出
来的低端油。

本来，生产食用调和油的初衷
是丰富食用油品的营养，促进消费
者身体健康。然而，到了部分生产
者那里却变了味，“吃不死人”成了
生产的底线。作为食用调和油的
生产者，本应该以产品质量赢得消
费者，赚取合法的利润才对。但一
些不法生产者为了赚钱而不择手
段，一方面隐瞒廉价原料油，用廉
价的转基因大豆油冒充价格相对
较高的玉米油；另一方面偷工减
料，虚假标识，比如虽然在配料表
里标称含有6%橄榄油，其实含量连
3%都不到。如此不法经营，生产者
居然还振振有词：“最起码工商部
门查不会查出问题，吃不死人，不
是地沟油，这是最基本的啊。”

食用调和油的不法生产者之
所以敢于违法生产，就在于依仗两
条：其一，国标《食用植物调和油标
准》一直没有出台。没有食用调和
油生产标准，管理部门就没有依据
查处不法生产者。其二，食用调和
油的含量不易检测。有业内人士
曾表示，只有调和油中成分在 15%
以上的油类才能比较准确地测定
出来，但是很多调和油中的成分都
是 8 至 9 种油，一些油的比例不到
1%，而成分在 5%以下就很难通过
仪器测定出来了。由于技术的空
白，使得调和油的检测方法无法普
遍运用于目前的调和油产品。

尽管从目前媒体报道来看，食
用调和油国标今年有希望实施，但
是如果不在食用调和油含量检测
技术上实现突破，打击食用调和油
不法生产依然困难重重。无论如
何，以吃不死人作为食用调和油生
产底线，都无法让人接受，相关管
理部门必须采取切实可靠的措施，
保障食用调和油的质量和安全。
（相关报道详见本报今日A15版）

新闻：重庆部分陵园推出代客
祭扫新方式：不哭坟不烧纸，而是供
茶供果之后，点燃蜡烛，在音乐声中
读亲属写给逝者的一封信。陵园方
面全程录像，事后发送给无法现场
祭拜的客户。（重庆晨报4月2日）

点评：文明人办文明事儿。
新闻：在南京读大学的贵州小

伙丁某日前给母亲耿女士发送了一
条“今生债来世还”的短信，随后再
也联系不上了。以为儿子要自杀，
耿女士急忙来到南京市秦淮公安分
局瑞金路派出所报警。最终，民警
在一家网吧找到正在玩游戏的丁
某。丁某表示打游戏太着迷忘记自
杀这件事了。（现代快报4月2日）

点评：游戏人生。
新闻：“只要2500英镑就能体

验难民生活、感受国家破产的滋
味。”近日，英国《卫报》推出的希腊
政治主题旅游项目遭到各界批
评。该项目旨在让游客近距离“围
观”深受经济危机和难民危机困扰
的希腊民众的生活，其营销思路被
痛斥为“麻木不仁”。迫于压力，
《卫报》已经下架这个项目。

（环球时报4月2日）
点评：低俗营销。

在环境和健康问题日益
凸显的当下，人们越来越重
视绿色出行。包括共享单车
在内的自行车已成为城市交
通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然
而，它所享受的路权，却与其
角色的重要性相去甚远。 赋
予自行车与机动车相同的道
路通行权利，建立独立、连
续、安全、舒适的自行车路权
体系，减少不同车辆间的争
道冲突，成为许多城市正在
探索的课题。日前，北京市
审议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
理条例（草案）》提出：鼓励绿
色出行，保障自行车路权。

新华社发 朱慧卿 作

“夹缝中求生存”

新闻点评

□曾于里

这两天，许多人的朋友圈被
“咖啡致癌警告”刷屏了。起因是
一篇文章以耸人听闻的语气写
道，星巴克中含有致癌物质丙烯
酰胺，而星巴克为了利益长期向
公众隐瞒这一事实。该文轻松引
起了公众的恐慌，以及对星巴克
这样巨头外企的质疑。可事实真
如此吗？

原来，上周三美国加州法院
下达了一个判决：加州的咖啡销
售者要在咖啡的标签上贴出警
告，让消费者知道咖啡里含有一
种“可能致癌的物质”丙烯酰胺。
但这东西还存在于各种含淀粉的
烘烤食物里，比如饼干、薯片、烤
肠等。美国癌症学会指出：“目前

没有任何一种癌症类型的风险增
加，是明确和摄入丙烯酰胺相关。”
该判决自身就充满争议，如果咖啡
要标记的话，那薯条、烤肠等食物
就要被强制标记无数次了。

有医生曾提供过一条甄别原
则：如果一篇文章只告诉你某样东
西有毒性，却不谈引起毒性的剂量，
那么这篇文章多半是不可信的。
此前曾有研究显示，丙烯酰胺的致
癌剂量大约为每天每千克体重摄
入 2.6微克至 16微克，而煮咖啡的
丙烯酰胺平均剂量为13ug/kg。

但类似“咖啡致癌”这样充斥
着标题党、假新闻和炒作气息的文
章，却又一次成为爆款文章。有机
构曾做过统计，2014 年度被复制
转载最多的微信公众号标题就是
养生族最钟爱的一则补肾秘方。

健康养生领域由此也成为造假的
“重灾区”，经常有“致癌风险”“食
物相克”等为主题的不实信息在微
信朋友圈里刷屏。

这 背 后 隐 藏 着 肮 脏 的 生 意
经。通过断章取义、夸大编纂、无
中生有等手法妖言惑众，戳中公众
的情绪点，触发他们转发的冲动，
让文章成为爆款，并最终将流量转
化为金钱和生意。

对于此类公众号，公众一方面
要提高甄别意识，不要沦为他人的
生意，被源源不断地喂养廉价的情
绪；另一方面微信平台和管理者
要从严处理，不要让图谋不轨的
骗子活得太轻松，并败坏公众号
的健康生态。传播“咖啡致癌”
的公众号被封，着实罪有应得！
（相关报道详见本报今日A12版）

“咖啡致癌”：拿焦虑换流量的肮脏生意

“吃不死人”
岂能成生产底线？

通过断章取
义、无中生有等手
法戳中公众的转发
冲动，使文章成为
爆款，最终将流量
转化为金钱。

有医生曾提供
过一条甄别原则：
如果一篇文章只告
诉你某样东西有毒
性，却不谈引起毒
性的剂量，那么这
篇文章多半是不可
信的。

“算法”也要有
价值观，如果不给算
法设置正确的价值
观，它就会被错误的
价值观所俘获。

算法在帮助人
们在网上快速找到
同类的同时，也很
容易使人陷入封闭
的信息环境难以自
拔。长期上某些资
讯平台、视频平台
的用户，有可能失
去认识更广阔的真
实世界的能力，假
如是本身缺乏辨别
力的青少年用户，
后果可能更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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