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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谢九

7月24日，中央发布《关于进
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
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重
拳整治校外培训市场。在文件正
式发布之前，新东方的股价已经
闻风先动，在 7 月 23 日当天暴跌
54%，第二个交易日，新东方股价
再跌 34%。新东方的股价走势，
也基本上预示了校外培训市场的
集体命运。

《意见》最大的杀伤力在于，
要求“现有学科类培训机构统一
登记为非营利性机构”，直接击中
了校外培训的死穴。对校外培训
机构而言，这至少意味着两点，第
一不能高收费，第二不能上市融
资。校外培训如果延续以前的高
收费标准，就违背了公益属性，将
有可能被注销资质；而无法融资，
将注定无法做大做强。

过去几年，我国的校外培训
市场高速发展，已经成为资本追
逐的新兴热门产业。仅仅以在线

教育来看，2020年，国内在线教育
市 场 的 融 资 额 高 达 1000 多 亿
元。当大量资本疯狂涌入，教育
成为资本追求高额回报的生意，
由此就带来了很多负面问题，导
致校外培训市场越来越混乱，远
远偏离了教育应有的本质。

不过，校外培训市场由供需
双方共同构成，解决了供给端之
后，需求端又该何去何从？即使
校外培训机构一夜之间全部关
闭，学生家长们会就此躺平不再
鸡娃吗？恐怕也很难。学生和家
长负担过重，既有来自学校的过
度填鸭，也有来自校外培训的超
前抢跑，除此之外，还有很多是家
长主动要求“加餐”。不能输在起
跑线上，已经成为很多中国家长
骨子里的意识。

正是在家长鸡娃的强烈需求
之下，才催生出如此多的校外培
训。这一次国家政策精准打击校
外培训机构，但很多家长鸡娃的
需求依然还在。所以，校外培训
萎缩之后，很多家长还会寻找其

他的培训途径继续鸡娃，此前在
市场上公开的校外培训，有可能
会化整为零转为地下，以一对一
私教或者其他形式满足家长的需
求，新一轮更隐秘且成本更高的
校外培训就有可能再度卷土重
来。

归根结底，解决家长鸡娃的
根本途径，还在于让家长不要对
孩子的未来过度焦虑。

今天中国的家长之所以陷入
鸡娃的漩涡里难以自拔，是因为
他们都很清楚当今社会生存不
易，而将来自己的孩子还要面临
更大的生存压力。

这一代家长都经历过改革开
放的红利，享受了经济高速增长
的黄金年代，或多或少也抓住了
房价暴涨带来的收益，但即便如
此，这一代人也面临极大的生存
压力。而下一代远没有那么幸
运，他们将来面临的生存压力更
是远甚于父母一辈。现在一个普
通的就业机会，前来竞争的都是
海归和国内 985 名校硕士，而在

过去，一个普通本科生就可以轻
松得到这样的工作机会。最近，
某卷烟厂公布今年招聘名单，100
多名“一线生产操作岗位”上，有
40多个名校硕士。

所以，对现在的家长而言，在
这样的形势之下，不得不拼命鸡
娃，虽然将来即使能够上清北甚
至国际名校，可能也只能找到一
个很普通的工作，但是，如果不鸡
娃，很可能连一份普通工作也找
不到。所以，今天家长们的鸡娃，
不过是下一代内卷的提前预演。

这一次国家发布“双减”政
策，确实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减轻
家长们的负担。不过，家长们需
要减轻的压力远不止这些。如果
房价和物价不那么高，看病不那
么贵，工作不那么难找，收入分配
能够再合理一些，退休之后的养
老金能够再殷实一些，现在的家
长们就不会那么焦虑，也不会将
压力转移到下一代孩子身上。否
则，压力重重的家长们哪里敢有
躺平的勇气。

校外培训凉了，家长们愿意躺平吗？

文┃光明

这次罕见极端特大暴雨引发
灾情，有一位在上海的河南籍学
生看到网上各种求救信息混杂、
救援力量供不应求后，创建了一
个《待救援人员信息》的腾讯文
档。这份在线表格随即吸引很多
志愿者加入进来合作，对各种求
助和救援信息实时整理核实，其
中包括了大量救援队、物资医疗、
避险地点等信息，帮助了不少身
处险境的受灾群众。这份自发生
成的需求文档，成为抗灾救援中
令人瞩目的一分力量。

文档创建者和志愿者们的努
力，让我们的世界变得更美好。
这份互联网技术“善”的应用和充

沛其间的人性之美，还是让我们
想起那句话，“科学是一种强有力
的工具。怎样用它，究竟给人带
来幸福还是带来灾难，全取决于
人自己，而不取决于工具”。科学
技术究竟能在人类社会和日常生
活中起到什么样的作用，根本还
是要靠那些有心人。此“有心
人”，不单是对知识有所掌握之
人，更是有着良善仁爱特质之
人。在科学技术发展与应用提供
了无限可能的今天，我们愈发需
要这些“向上的力量”。

当前，舆论场和学术界都非
常关注大型互联网企业和平台经
济的有效监管及治理问题，有资
本驱动型发展策略、割韭菜式竞
争，还有个人数据泄露、“大数据

杀熟”等等。而普通人在享受网
络购物、线上社交、搜索出行等便
利的同时，也深感自身逐渐陷入
无所不在的“枷锁”之中，权益不
断受到侵犯。

当然，技术的发明、与传统产
业的结合是时代进步的自然结
果，但其使用场景的设计和应用，
则必然沉淀以价值导向。这种赋
予科学技术以价值的权力，如果
缺乏相应的制衡、规范和引导，毫
无疑问将反噬我们自身。

目前，监管层正在努力从法
律层面回应这些技术应用的负面
社会影响。同时，我们也需要进
一步加大对人文精神的鼓励与关
注，这是互联网治理的题中应有
之义。好的法律体系能保证一个

社会的基本运行，但好的道德规
范才能支撑起一个良善的社会。
正如这次河南暴雨中的“救命文
档”一样，它之所以得到人们的赞
誉和认可，是因为我们还记得，科
学技术永远都是实现人的价值
的手段，科学技术的应用也必须
保持对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福
利的关注。这种对互联网企业
好的道德规范要求，并非是苛求
其违背市场规律，抑制市场经济
中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自私
本性，而是要重塑欲望的对象和
利益的概念：利益绝不仅仅是金
钱，它还包括了共同体的赞誉和
个人心灵的安宁。这也是为何，
社会进步、文明发展，离不开人
文精神的观照。

救援中的技术之善人性之美

文┃罗沙 白阳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使
用人脸识别技术处理个人信息
相关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
题的规定》7 月 28 日公布，保护
每个人的“人脸”安全，维护你我
人格权益，从此有了重要的司法
解释。

随着信息技术发展，人脸识
别技术越来越广泛地应用在移动
支付、安保等领域，甚至开始渗透
到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给个人
信息保护带来新的问题和挑战。
有的经营场所背着消费者偷偷收
集人脸信息，有的居民小区强制

采用“刷脸”进门，甚至还有人在
网上公开售卖人脸信息……由此
引发的纠纷日益增多。

作为生物识别信息，“人脸”
的社交属性强，易被采集，更具有
唯一性和不可更改性，一旦泄露
危害极大。《民法典》明确规定，处
理个人信息应征得该自然人或其
监护人同意。要保护好“人脸”安
全，完备的法律法规体系必不可
少。

从规范经营场所滥用人脸识
别技术，到明确商家不得用捆绑
授权等方式强迫用户同意处理人
脸信息，再到明确不能强制将“刷
脸”作为出入小区的唯一验证方

式，最高法此次出台的规定回应
社会反映强烈的一系列问题，有
望为民众维护合法权益提供更加
权威的依据。

一份来自共青团中央的报告
显示，2020 年我国未成年网民规
模达到 1.83 亿，个人信息未经允
许 在 网 上 被 公 开 的 比 例 为
4.9%。孩子们的人脸信息泄露，
影响甚至可能伴随其一生。令人
欣慰的是，此次出台的规定明确
将“受害人是否未成年”作为责任
认定特殊考量因素，对于违法处
理未成年人人脸信息的，在承担
责任时依法予以从重从严处罚，
更有力保护孩子们健康成长。

人脸识别，事关人格尊严，也
涉及公共安全。为了平衡个人利
益和公共利益，这份规定还明确
了使用人脸识别不承担民事责任
的情形，比如为应对突发公共卫
生事件等，为依法依规使用人脸
识别技术维护公共安全、保护人
民生命财产安全等夯实法治保
障。

期待有关部门严惩各种侵犯
包括人脸信息在内的个人信息违
法犯罪行为，社会各方严守法律
法规、严管个人信息处理，让人脸
识别技术在法治轨道健康发展，
让公众不再为自己的“脸面”担
忧。

让公众不再为自己的“脸面”担忧

不能输
在 起 跑 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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