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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京

10 月 20 日，在国家发改委
的新闻发布会上，针对“芯片项
目烂尾”乱象，发改委新闻发言
人孟玮表示，对造成重大损失
或引发重大风险的，予以通报
问责。

孟玮提到，国内投资集成
电路产业的热情不断高涨，一
些没经验、没技术、没人才的

“三无”企业投身集成电路行
业，个别地方对集成电路发展
的规律认识不够，盲目上项目，
低水平重复建设风险显现，甚
至有个别项目建设停滞、厂房
空置，造成资源浪费。

发改委新闻发言人的这番
回应，无疑颇具针对性。就在
上个月，媒体还报道，投资高达
1280 亿元，作为某地明星项目

上马的某半导体项目传出停工
甚至可能烂尾的消息。

这并非孤例，近几年由于
芯片行业迎来发展风口，国内
不少城市纷纷进军芯片产业。
这固然与城市对新产业赛道的
竞争有关，但由于项目把关不
严、重复建设等原因，芯片项目
烂尾现象也时有出现。

对于一些地方的芯片项目
烂尾现象乃至整个行业所出现
的浮躁迹象，国家发改委要求
各地加强规划布局、完善政策
体系、建立防范机制、压实各方
责任，这是一种适时而必要的

“敲打”，也可以说是意在给局
部地区非理性的芯片项目投资
热降降温，让芯片行业发展真
正回归理性。

在芯片产业重要性提升的
今天，越来越多的地方重视芯

片 项 目 投 资 ，这 未 尝 不 是 好
事。但要警惕的是不顾实际情
况盲目上项目，人为放大行业
泡沫和风险。

芯片是高投入的“高端”产
业，近年来整个行业也明显有
升温之势。这一方面可以满足
城市产业升级的需要，另一方
面也契合了一些地方对于大项
目的偏好。

这些内外因的综合作用，
让一些地方忽视了芯片产业不
仅投入大，而且有着较高的技
术、人才门槛等诸多要求，而是
在缺乏应有的行业分析和风险
把关的情况下，就不惜“大干快
上”，最终为烂尾埋下隐患。

本质上，芯片产业长远发
展，对技术、配套产业生态、人
才等提出了高要求。可眼下，
不少地方招揽芯片项目的手

段，还是停留在土地、政策、补
贴的“三板斧”层面，这与芯片
产业发展的内在规律本就构
成冲突。由此看，部分项目的
烂尾风险，其实从一开始就已
注定。

这次发改委发言人指出，
要加强规划布局、完善政策体
系，其实就是要求对芯片产业
的发展规律和行业生态有更多
科学理性的认知，在做好规划
的基础上，引导芯片产业健康
发 展 ，而 不 是“ 头 脑 发 热 ”一
窝蜂式上马。建立防范机制、
压实各方责任，就相当于要为
相关项目的发展套上责任“紧
箍”。

需要明确的是，任何项目
投资都有风险，落实“谁支持、
谁负责”原则，主要指的是对人
为原因带来的风险要强化责任

追究。像对项目资质缺乏科学
评估，在立项过程中无视程序，
违规开“绿灯”等，都应该纳入
问责范畴。且越是大项目，越
要有人负责。

当然，不仅是在发展芯片
项目上要落实责任，其他招商
引资项目都应该建立风险防范
机制，并真正压实责任，避免因
个人好大喜功和追逐政绩等原
因而缺乏对招商引资风险的应
有把关。

说到底，芯片产业的重要
性越是提级，越要避免出现“过
热”现象助长行业虚火。这方
面，光伏等产业是有前车之鉴
的。重视芯片技术攻关与抑制
行业浮躁、降低项目风险并行
不悖，唯有脚踏实地，剔除泡
沫，国内芯片产业才能真正迎
来健康发展。

芯片越重要，越不能“大干快上炒概念”

□姚羽

在高校校园里，竟然还有
连 不 上 三 大 运 营 商 网 的 情
况。这可不是由于地处偏远，
而是“人为设障”。

近日，国务院督查组在位
于河北省三河市的燕京理工
学院校园内暗访了解到，由于
缺少基站，学生们的手机网络
很慢。三大运营商表示，因为
一直以来同燕京理工学院对
接始终不畅，使得基站安装迟
迟不能到位。

三大运营商的网用不上，
学生们就必须使用校园网，价
格是 0.48 元/小时或 80 元/月，
比运营商提供的套餐要高出
一倍多。手机不好用、上网另
付费，由此也导致学生们怨声
载道。据国务院督查组表示，
该校学生对此意见极大，但是
通过各种途径反映一年多以
来，问题迟迟未解决。此番国
务院督查组直接出手，问题果
然得到了“高度重视”，“整改
工作全面启动”。

10月16日，督查组提出意
见；17日该校就与三大运营商
签约，并在当天启动建设基站，
预计 10 天即可完工；19 日，燕
京理工学院公布下调校园网套
餐价格，22日起执行新的价格。

学生反映问题，一年多解决
不了；督查组出手，三天搞定……
一快一慢之间，令人唏嘘。

如今，国内基本上校校都
有“校园网”。校园网设置的
主要目的，是在学校范围内，
为学校教学、科研和管理等需
求提供资源共享、信息交流和
协同工作的平台。设置这样
一个局域化网络，可以满足学
校的现代化教学需求，同时，
学生使用校园网内部资源，速
度也非常快。

但原本是面向学生的网
络服务平台，却被个别学校搞

成了“增收渠道”，甚至为了实
现最大利益，不惜圈地垄断。
据报道，2019年燕京理工学院
校园网费收入超过 800 万元，
仅 2020 年 9 月一个月，网费收
入就已超过100万元。

这种割自家学生韭菜的
行为，实在是吃相难看。殊不
知，在使用网络这个问题上，
学生也是消费者，与普通消
费者享有同等的选择权。学
校通过强制技术手段限制学
生的网络选择权和使用权，
并高价征收学生上网费用，
已经对学生的合法权益造成
了侵害。

除此之外，校方如果利用
校园网的垄断牟取暴利，还涉
嫌违反不正当竞争法和反垄
断法的规定，损害其他经营主
体向学生提供服务的权益，是
对市场自由竞争原则的破坏。

网络搜索可知，出现校园
网垄断问题的高校虽然不多，
却 也 不 唯 燕 京 理 工 学 院 一
家。这也说明，类似的问题如
今依然存在于个别高校的校
园中，给学生带来困扰。

这些散发于各地的类似
问题，恐怕不能都等着国务院
督查组去“敲门”。以个案推
动相关问题的自查自纠，国务
院督查组的作用才能够得到
最大限度的发挥。

校园网的目的是为了服
务教学与师生，而非借其牟
利。如果借此薅学生羊毛，那
也失去了大学教书育人的本
心。燕京理工学院的前车之
鉴，其他高校也当认真吸取。

当 然 ，高 校 可 能 存 在 的
“垄断高发地”不只有校园网，
还包括食堂、澡堂、校园商店
等。相关高校当举一反三、加
强审计管理、重视学生意见，
尽可能为学生提供便捷、实惠
的服务。别等到国务院督查
组来了，才有纠错的动力。

网络信息多样、开放、共
享，而一味迎合受众的阅读偏
好，计算方法简单，定向推送粗
暴，让读者尤其是鉴别力、自控
力 不 强 的 青 少 年 越“ 好 ”越

“偏”。原本能够提供多样化精
神食粮的手机 App，却让人有
一种“我才夹了一筷子，你就送
我一桌子”的惊喜与尴尬，在不
知不觉中受困于“信息茧房”。

据专家介绍，用户爱看什
么，就把什么送足喂饱，让人停
留在舒适圈，看似浏览了很多
信息，实则信息非常单一，无法
拓展知识面，这在传播学上被
称为“信息茧房”。如此，孩子
深陷其中就很难丰富知识结
构，尤其一些平台的定向推送
存在“泛娱乐化信息多，低俗内
容多，未经核实内容多”的“三

多”现象，更有可能给青少年身
心健康成长带来不良影响。

防范青少年受困于“信息
茧房”，一则，强化市场监管执
法很有必要。一方面应加强对
技术的监管，如完善现有防沉
迷系统功能，找到监管盲区，堵
住技术漏洞；另一方面应强化
对内容的监管审核，网信部门
当对 App 的算法推送进行更加
精细化监管审核，如规定具体类
别信息的推送占比等，以规范互
联网企业行为及推送内容。

二则，互联网企业当强化
守法自觉性。媒体调查显示，
一些短视频平台、社交媒体、新
闻客户端的内容管理问题，固
然是以算法推荐为核心的技术
所致，但根源是业务导向遵从流
量最大化的资本逻辑。对此，企
业当少些不良逐利思维，须自觉
守法行事，更应担负起社会道

义，对不良内容加强甄别和监
测，并形成有效自查机制。

三则，应在提升青少年互
联网媒介素养上施力。应该认
识到，新媒体对青少年日常生
活的渗透性和嵌入性非常强，
健全未成年人网络素养教育体
系，提升青少年媒介素养，需要
政府、社会、学校、家庭齐抓共
管、形成合力。也唯有青少年
能够正确使用网络，拥有辨别
良莠不齐信息的能力，他们才
能少受到网络伤害。

另外，家长也须尽到相关
责任。明年 6 月 1 日起施行的
未成年人保护法，就对未成年
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相关
责任进行了明确。家长应承担
起第一责任人的职责，督促孩子
使用防沉迷系统，帮孩子提高甄
别、屏蔽不良内容的能力，这也
有助于他们的身心健康成长。

别让青少年受困于“信息茧房”

不让运营商进校园
高校别拿学生当“韭菜”

记者10月21日从国务院打击治理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获悉，旨在打击整
治非法开办贩卖电话卡、银行卡违法犯罪的“断卡”行动取得阶段性成效。日前，全国“断卡”行动开展首轮
集中收网行动，北京、河北、广西等29个省（区、市）的公安机关同步开展集中抓捕。截至20日20时，各地共
抓获涉“两卡”违法犯罪嫌疑人4600余名，缴获电话卡、银行卡共计6.5万余张。新华社发 朱慧卿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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