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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在略显平淡的假期
舆论场上，一则消息引发很多
关注。事情发生在北京奥林匹
克森林公园，一位中国老人“捡
走”湿地里的野鸭蛋，而目击这
一举动的加拿大女孩将野鸭蛋
追回。

这是一则看似简单的消
息，却因为包含着丰富的元素，
一时间被贴上了诸多标签。既
有年龄差别之下的习惯差异，

又有不同国籍的身份区别，
同时还涉及野生动物保护，
这导致媒体的跟进和公众的
讨论呈现众说纷纭的状态。
如果把这些“标签”去掉，其
间的是非曲直并没有那么难判
断，事件最核心的议题仍是规
则意识。

舆论场上的讨论确实热
闹，但有一个关键性的事实被
忽略了。在女孩一方提供的照
片中，有一张记录老人放回野
鸭蛋的情形。图片显示，捡鸭蛋
的地方是公园池塘内的小岛，
而池塘周边是铁链组成的围
栏。无论老少也无论中外，人们
可以对“大自然的馈赠”有不同

理解，对法律的认知不全面也
情有可原，但怎么能不知道围
栏的含义呢？围栏意味着不允
许跨越，这是再明显不过的通
用规则，甚至完全可以追溯到
人类走出洞穴并开始制造围栏
的年代。

通过这一事实人们很容易
对“捡野鸭蛋”的行为作出一致
的判断，而不是陷入所谓的传
统观念与现代管理的争论中不
可自拔。要给事件加以定性的
话，必须首先应看到捡鸭蛋者
对规则的无视与破坏。这种行
为与年龄无关，与国籍无关，甚
至连是否“捡”鸭蛋都变得不那
么重要了。换句话说，就算那位

中国老人没有捡鸭蛋，而仅仅
是跨过围栏在里面溜达了一
圈，其破坏规则的行为性质也
并没有改变。

相反，忽略了这一事实，很
容易陷入无谓的争论。比方说，
有人在探讨老年人对现代社会
治理规则的不适应；有人在讨
论“野生动物保护”与享受“大
自然馈赠”之间的矛盾；也有人
在强调不同国家国民自然保护
意识的差距……谈论这些确实
有价值，但谈论的时机不对，也
很容易把无视规则的极端个例
过度放大。与跨越围栏的具体
行为相比，上述看似深刻的话
题都是假问题。不妨试问一句，

无视“围栏”的问题都没解决，
讨论“野生动物保护”又有什么
意义？

即便非要将“跨围栏捡鸭
蛋”的行为，与“游客‘摘’香蕉”
或“拔动物园孔雀毛”等假期里
发生的新闻联系起来，落脚点
也在规则意识。这一规则其实
可以有一个非常好理解也容易
操作的归纳，那就是“不碰无主
之物”。记住了这一规则，在处
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人与
自然之间的关系时，就会少很
多无谓的纠纷。更不至于因为

“标签化”的舆论倾向，让不守
规则的个例引发毫无必要的群
体间的相互诋毁。

跨围栏“捡”野鸭蛋，先践踏的是规则

完善立法，让数字经济更好惠及民众

□傅蔚冈

随着首届数字中国建设峰
会的召开，“数字经济”再次成
为热词。数字经济是以互联网
为前提，谈及数字经济，有必要
回顾下近几年来学界和业界经
常在问的一个问题，即为什么
互联网企业主要是诞生在美
国，而不是欧盟和日本？

美国加州戴维斯大学法学
院阿努帕姆·钱德教授曾经指
出，硅谷在互联网时代的成功，
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美国在版

权、侵权法等领域的关键实质
性改革，极大地降低了互联网
公司的法律风险，从而使得他
们迅速扩大规模。相比之下，在
欧洲和日本，过于严苛的版权、
隐私和侵权责任，阻碍了互联
网初创公司的发展。

中国可能是在这场互联网
盛宴中唯一没有落下的发展中
国家，尽管中国没有像美国一样
建立起一整套与互联网发展相
匹配的法律体系，但是也没有像
欧盟和日本那样建立在工业社
会基础上严苛的侵权责任法和
知识产权等法律体系，这使得
中国的互联网能够在一张空白
的纸上汲取美国的经验和欧

盟、日本的教训而迅速发展。
在中国互联网发展初期，

相关的法律缺乏给了初创企业
以生命，但是随着企业越来越
大，法律不健全的弊病也随之
显露：很多部门总是倾向于制
定保护本部门利益的监管规
则；一些部门基于种种原因制
定越来越严苛的规定，使得新
技术无法服务于更多的人群；
很多互联网社会的新风险还是
通过旧的方式去处理，从而产
生了风险和监管手段的不匹
配。凡此种种，积聚下来，将会
严重影响数字经济的发展。

不妨以网约车为例。尽管
中国是第一个在国家层面通过

部门规章的形式来确认网约车
合法的国家，但是从实践来看，
新政并未促进网约车发展，相
反成为地方政府限制其发展的
根据，不少地方以户籍、车牌、
轴距和排量等标准来作为准入
门槛。如何改变这种现状，让数
字经济更好地惠及民众，并让
其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新动
能？我觉得现在已经到了制定

《数字经济法》的时候，以此厘
定政府与市场的边界，为数字
经济奠定良好的基础。

在首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
上，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
马云在主论坛发言时呼吁，将
目前的《电子商务法》升级为

《数字经济法》。他认为“电子商
务只是数字经济的序幕，是很
小的一部分”，而数字经济将全
面影响生活的方方面面，远远
超越电子商务。确实，目前以部
门规章为主体的监管框架已经
无法满足市场主体的需要，应
该以《数字经济法》的制定为契
机，理顺政府和市场的边界，同
时为市场新势力的发展拓展更
大的发展空间，从而在数字经
济的国际竞争中占据先机。（作
者为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
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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