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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促进算法推荐服务健康
发展、提升监管能力水平，国家
网信办等四部门联合发布的《互
联网信息服务算法推荐管理规
定》3月 1日起正式施行。规定聚
焦由算法引发的大数据“杀熟”、
诱导过度消费等侵害用户权益乱
象和问题，构建算法安全治理体
系，在“3·15”即将到来之时，为广
大消费者保护自身合法权益送上
一把利器。

算法推荐本质上是一种互
联网技术，通过个性化推送、排
序 精 选 、检 索 过 滤 等 满 足 人 们
多元化、个性化的信息需求，实
现 用 户 与 信 息 的 快 速 精 确 匹
配 。 然 而 ，由 于 算 法 滥 用 导 致
的 不 合 理 差 别 待 遇 、诱 导 用 户
沉 迷 网 络 、靠 流 量 造 假 影 响 网
络 舆 论 等 乱 象 不 时 出 现 ，给 正
常 的 传 播 秩 序 、市 场 秩 序 和 社
会 秩 序 造 成 影 响 ，给 维 护 意 识
形 态 安 全 、社 会 公 平 公 正 和 网
民 合 法 权 益 带 来 挑 战 。 因 此 ，

要把技术放在制度的笼子里进
行 规 制 ，让 算 法 在 法 治 轨 道 上
健康有序运行。

新规落地，关键在于实施，
成果要看实效。

相关部门加强监管要动真
格 见 真 章 ，依 法 严 厉 打 击 相 关
违 法 违 规 行 为 ，增 强 网 络 执 法
震 慑 威 力 。 同 时 ，做 好 规 定 实
施后的相关细则细化及衔接工
作 ，加 强 算 法 安 全 技 术 能 力 建
设 ，不 断 提 升 算 法 推 荐 技 术 监
管能力。

互联网企业须进一步强化
主体责任，把社会效益摆在突出
位置，在提供算法推荐服务时必
须坚持向上向善的价值观，推动
算法服务公平公正、规范透明。
要让消费者实实在在看到成效，
感受更好的使用体验，平等享受
技术发展带来的红利。

此外，消费者等社会各界也
应积极参与算法推荐治理，树立
维权意识，用好手中利器，和政
府、行业、企业携手形成治理合
力，共同让算法守好规矩。

防止算法变算计，要向新规要实效

把 技
术放在制
度的笼子
里进行规
制，让算法
在法治轨
道上健康
有序运行。

⊙王月

垃圾投放时，不乱扔；过马路时，
不闯红灯；遛狗时，不松开狗绳；停车
时，不乱停乱放；旅游时，不乱刻乱
画；上网时，不传播不良信息；健身娱
乐时，不干扰他人；打喷嚏时，请遮掩
口鼻……3月1日，《平顶山市文明行
为促进条例》（下称《条例》）实施，一
件件不起眼的小事儿，构成了市民文
明行为基本规范。这也告诉我们，文
明其实很简单，就是贯穿在生活中的
点点滴滴，就是你的举手之劳。

然而，文明又不简单。最容易的
事往往也最难，那是因为持之以恒很
难。有些人平时很注意遵守交规，可
一着急就不管不顾，或者看到别人闯
红灯，自己也跟着随大流。另外，马
路摆摊、乱扔垃圾、踩踏花草、遛狗不
牵绳……赶上文明检查、环境治理的

“风头”，往往会收敛一些，文明起来，
“风头”一过，我行我素。日常小事都
难坚持，遑论日复一日地扶危济困、

志愿服务。
自律不严，为善无恒，看似事小，

实则很大，这也许是我们要把“文明
行为”写进《条例》，上升为地方法规
的原因之一。

当然，文明需要“自律”，亦需要
“他律”。以身作好则，以榜样作用带
动他人，也可以对他人的不文明行为
进行劝阻、制止乃至投诉、举报。说
到举报，《条例》也对一些不文明行为
动了真格：制造噪声干扰他人，最高
能罚到 500元。话又说回来，“他律”
始终不如出于“自律”的内在提升。

人，因文明而美。城，因文明而
兴。而文明也像一面镜子，越擦越
亮，文明的习惯保持越长，对文明的
遵守就会越自觉，直到文明成为自己
生活中的不可或缺。

你文明的样子，就是文明城市的
样子。让我们从点滴小事做起，将文
明行为贯彻始终，为我市创建全国文
明城市集聚磅礴力量。

（相关报道见昨天A1至A5版）

文明，贵在持之以恒

⊙雨来

今年 3 月 15 日，与网络消费有
关的一个新司法解释将正式实施，
这就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网
络消费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
的规定（一）》（下称《规定》）。《规
定》对网络消费中的责任义务予以
明 确 ，为 可 能 发 生 的 纠 纷 定 分 止
争，并根据网络经济不断衍生变化
的 特 点 ，为 市 场 创 新 留 下 弹 性 空
间。

《规定》中的一些内容令人振
奋。比如，签收商品不意味着认可
商品质量合格；奖品、赠品、换购商
品不构成商家免责事由，若造成损
害也得赔偿；直播带货者要标明谁
才是实际销售者；直播营销平台有
义务对直播间运营者的真实身份进
行认证……

在以往，上述一些问题总是被
商家或平台以格式条款的方式撇清
责任，给消费者维权带来不便。《规

定》对诸如上述问题作了详细阐明，
对商家或平台是一种提醒，促使其
规范经营，同时也有利于法官在审
判实践中明断是非。

当然，法律不可能解决所有问
题。如法谚所云：法律一经制定便
已落后。法律通过不断完善以适应
不断变化的社会，但社会的不断变
化让成文的法律永远跟不上变化，
故而，《规定》也根据网络经济日新
月异的特点，给一些问题留下了弹
性空间。比如，直播间运营者已经
标明实际销售者，并不意味着不承
担连带责任。那么，它与消费者构
成何种法律关系？承担何种责任？
还要综合交易外观，直播间运营者
与经营者的合作模式等作出裁判。
直播样态多种多样，且不断发展，
司法解释做不到一刀切。

综上所述，不要把《规定》的目
的片面理解为仅仅是保护消费者。
它的作用，是促进网络经济的健康
发展，并为其提供服务和保障。

保护消费者，也保护市场

根据我国相关食品安全法
律法规，金银箔粉不是食品添
加剂，不能用于食品生产经营，

“食金延年益寿”属无稽之谈，
还可能伤害人体健康。

近日，针对一些含金银箔
粉食品在市场上成为消费噱头
的问题，重庆市市场监管局将
酒类、糕点、巧克力、高档餐饮
菜品等作为此次排查整治的重
点，严查生产经营含金银箔粉
食品违法行为，以确保舌尖上
的安全。 新华社发 朱慧卿 作

消费噱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