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互联网巨头要慎搞“小动作”

10日晚间，很多人的朋友圈都
被“我和微信的故事”刷屏了。但是，
随之而来的传言引起了恐慌，有人
说点击链接会被盗号，还有人说被
盗刷支付宝。于是，很多人又忙不迭
地解绑支付宝。然后，微信方面出面
澄清，链接不存在病毒或者木马，更
不存在账号里的钱被盗的情况。

很多媒体在报道这个事件时都
用了“辟谣”二字，言外之意是批评
有人在传谣。对于这样的指责，很多

人未必服气，因为他们在转发之前
并不清楚信息有误，只是提醒亲友
以防万一。毕竟，网上诈骗陷阱花样
百出，经常是真假难辨，况且也不是
每个人都懂网页技术。怀疑有诈，就
提醒亲友不要点击，也是人之常情。
与其说这是一场谣言事件，不如说
是一场误会。这个事件只是从侧面
反映了，网络诈骗的猖獗已经让很
多人如惊弓之鸟，稍有异动就会乱
了方寸。如果不能有效净化网络空
间，此类事件一定还会以意想不到
的方式爆发。

据媒体报道，“我和微信的故
事”是微信为了11日的一个活动搞
的互动游戏，之所以在10日出现打
开缓慢的情况，是因为还在内测中。

但是，有“阴谋论者”认为，不在
APP内置却使用在外链接，就是利
用国人对网络诈骗的高度敏感，
打击竞争对手。姑且不论微信的
真正动机是什么，这种引起大面
积恐慌的策划本身就有不负责任
的嫌疑，因为这种恐慌情绪的蔓
延让与此事无关的竞争对手甚至
个别银行莫名“躺枪”。策划方仅
仅用一句“内测中”或者“互动游
戏”是推卸不了责任的。

目前，微信活跃用户数已经超
过6亿，任何一个策划都可能引起海
量的点击和转发。正因为此，微信方
面对所有的创意活动都应该慎之又
慎，确保万无一失，更不能利用网民
的恐慌为自己的活动造势。在现实

空间，组织一场演出或比赛，事先都
要做好预案，避免出现踩踏等不安
全事件。在网络空间同样需要避免

“踩踏事件”，网络空间已经不是完
全的虚拟世界，一旦出现“踩踏事
件”也会损失真金白银。

这几天，与互联网企业相关的
热点事件不少。“快播案”的公审，对
所有互联网企业和网民都做出明确
的警示，网络空间也是法治之地。

“我和微信的故事”引发的恐慌，则
从另一个角度警示，维护网络秩序
不仅仅需要监管和执法，也需要互
联网企业尤其是互联网巨头恪守诚
信和理性的原则。越是竞争激烈，越
要慎搞“小动作”，以免引发网络空
间的混乱。

在现实空间，组织一场演出或比赛，事先都要做好预案，避免出现踩踏等不安全事件。在网络空间同

样需要避免“踩踏事件”，网络空间已经不是完全的虚拟世界，一旦出现“踩踏事件”也会损失真金白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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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洁

随着医疗费用的上涨和保
障水平的提高，医保基金中长期
支出压力加大，居民医疗保险的
巨额财政补贴风险正逐步显现。
记者了解到，2016年城镇居民基
本医疗保险和新农合的个人缴
费比例或将上升。有专家认为，
从筹资机制来看，财政补助已经
占到筹资总额的四分之三左右，
居民医保存在“泛福利化”倾向，
未来应逐步改变目前个人与财
政筹资责任失衡的局面，建立财
政补贴与个人缴费的合理分担
机制。（1月11日《经济参考报》）

医保的“泛福利化”，的确并
非信口开河，而是有数字为证。六
年来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人均
财政补贴的增幅一直高于人均个
人缴费增幅，人均筹资总额中财
政补贴的比重越来越大，财政补
贴与个人缴费之比已接近4∶1。换
言之，如今的医保基金来源构成
中，财政补贴已然成为主力，个人
缴费不过是个零头了。

不过，医保的“泛福利化”，
却绝非参保人的“福利”。真实的
情形是，与社保类似，现行医保
并未坐实个人账户，而是以“现
收现支”的方式进行统筹。而医
保的支出，本身与年龄结构密切
相关，一个人一生的医疗支出并
非均匀分布，而是更多集中于老
年甚至死亡前的一段时间。而随
着中国不断加速的老龄化，老龄
人口比例的增多，很大程度上才
是医保开支增长的重要原因，而

在职劳动者也即医保缴纳者的
人数下降，花钱的多了，缴费的
少了，也正是导致医保愈发收不
抵支的关键因素。

可见，巨额财政补贴，并未
补贴当期的参保缴费者，医保的

“泛福利化”，也并非当前参保者
的“福利”，而不过是为代际转移
的医保制度还欠账罢了。而随着
老龄化问题的加剧，当年轻人越
来越少，抚养比越来越高，如今
的医保缴费者年老之后，医保兑
付还能否“击鼓传花”下去，绝非
杞人忧天。

某种程度上，错位的“泛福
利化”，正是当前医保政策进退
维谷的主要原因。一方面，击鼓
传花的医保规则的确难以为继，
必须尽快改变；而另一方面，一
旦提出退休人员缴纳医保，或是
增加个人缴费比例，由于“现收
现支”的根本问题没有解决，遭
遇民意反弹，也就在所难免。

从这个意义上说，医保“泛
福利化”或许从财政视角来看是
不争的事实，但医保“福利化”背
后代际转移的制度因素，其实更
需反思并调整。毕竟，医保政策
因素导致的亏空，由财政补贴
其实算不上什么“福利”，而唯
有从制度上坐实医保个人账
户，让医保缴费与权益真正对
等，医保才能跳出当前进退维
谷的尴尬境地。

新年4个交易日，新推出的熔断
机制就启动了4次。证监会紧急研究
后于深夜叫停了“熔断”，但股票市
场市值几万亿已经打了水漂。这样
的代价，好像不是一个“暂停”就能
交代的。不客气地说，熔断机制的出
台如此仓促，公众难免怀疑征求意
见程序“走了过场”，也让人看到当
下许多“拍脑袋”决策的影子。

证监会负责人表示，中国股市
引入熔断机制是在2015年股市异常
波动发生以后，应各有关方面的呼
吁开始启动的，有关方案经过了审
慎的论证并向社会公开征求了意
见。征求意见时反对意见不绝于耳，
机制推出后4天就被市场轻易地投
了“否定票”，真不知道为何还敢说

“经过了审慎的论证”和“向社会公
开征求了意见”。如果真是这样自
信，公众可以有这样一种疑问，这是
不是在扎扎实实“走过场”？想想熔
断机制推出前那些被忽略的逆耳忠
言，想想不经过充分市场模拟就敢
推出的“自信”，有没有人脸红出汗？

“拍脑袋”决策之所以屡禁不
止，监督缺乏、问责不力是根本原
因。行政问责有多种，刑事问责也有
规定，对于类似事件，问责部门是不
是该拿规矩的尺子量一量？对暂停
熔断，我们可以点个赞，但一码归一
码，错误决策带来的负面影响和真
金白银的巨大损失，乃至对整个经
济的损害，也该有人来担责。（摘自

《检察日报》，作者姜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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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媒体视点

从一开始，快播案就呈现出鲜明
的网络色彩。首先，被告方快播公司
是一家互联网企业，拥有海量网络用
户。另一方面，北京海淀法院运用视
频直播技术对该案件审理过程进行
全程直播，也让本案迅速成为2016年

“互联网开年第一案”。
正由于快播案本身的法治意义，

决定我们不能从各自的生活经历、身
份立场来衡量其中是非，更不能像围
观娱乐新闻一样，仅仅关注其中的

“精彩语录”，最后以各种“段子”收
场。关于被告人的罪与非罪、罪轻罪
重，应该交由审理者裁判。在此之前，
他们只是犯罪嫌疑人，享有法律赋予
的相应权利，而法院也有权、有责根
据法律独立作出裁判，不受外界干

扰。如果通过网络的审判公开最终变
成“网络审判”，变成比谁的嗓门大、
谁的发言“机智巧妙”，既偏离了本案
网络直播的本意，也是对法治理念的
背离。

技术从来都是双刃剑，人类文明
史一再从正反两面说明这一点。技术
进步若要真正成为“福利”，离不开规
则和法律的守护，而法律也在不断的
挑战与回应中得以完善。越来越多的
人意识到，新技术时代的到来，改变
的不仅仅是我们的日常生活，也将对
我们已有的法律观、权利观以及道德
感带来冲击，我们需要跟上这种变
化。快播案终将尘埃落定，但由此引
发的思考应当继续。（摘自《人民日
报》，作者白龙）

“熔断”几万亿，该有人担责

葛一家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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