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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锐评

百姓思语

国际金融论坛报告显示，2023年我

国经济对世界贡献率达32%，是世界经济

增长的重要引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形势

持续引发全球广泛关注。面对新一轮科

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提出发展新质生产

力，为我国塑造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

势提供了根本遵循和科学指引。今年两

会的召开，受到全世界关注，多国人士表

示，看好中国发展新质生产力。

新质生产力是由技术革命性突破、

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

级催生的先进生产力质态，其特点在“创

新”，关键在“质优”，本质在“先进”。加

快形成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就是以中国和

时代为观照，立足中国当前实际，从中国

话语和中国理论视角阐释中国如何通过

生产力发展的飞跃，实现从大国到强国、

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我们必

须做好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对外传播，讲

好中国科技创新、产业创新的故事，讲好

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故事。

为世界经济发展特别是发展中国

家实现现代化贡献中国智慧。中国经

济发展之所以能够不断实现历史性跨

越，就在于始终坚持将马克思主义生

产力理论与中国具体实际和时代发展

要求相结合，不断深化对生产力发展

规律的认识，不断推进生产力理论的

丰富和发展，始终坚持以科技进步推

动生产力不断发展和跃升。当前，世

界经济复苏乏力，局部冲突和动荡频

发，全球性问题加剧，发展能力不足是

引发全球危机的重要根源。要摆脱全

球发展困境，就需要生产力的新变革，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既是中国应对当

前自身发展问题的新思路，更是中国

关于全球发展的新创见。

为全球绿色低碳发展提供中国力

量。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

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新质生产

力通过促进绿色产业发展、提升资源利用

效率、助力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

等，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绿色化、低碳化，从

而打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环节。当前，中

国已经建立起高效的风能、太阳能、电动

汽车等生产体系，加快推动发展方式的绿

色转型，助力碳达峰碳中和。中国在扩大

新能源产品出口的同时，还加大了对其他

国家可再生能源的直接投资，直接助力这

些国家的能源绿色低碳转型。

为促进全球产业和技术变革提供坚实

支撑。2023年，中国研发支出绝对额居世

界第二位，接近经合组织（OECD）国家的

平均水平。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比重

约30%，连续14年居全球首位，工业制成品

出口规模占全球制成品市场份额超20%。

中国日益成为全球新技术研发与创新的重

要源头地和创新产业化与新技术推广应用

的重要基地。技术和产业是生产力变革

的具体表现形式，高科技是新质生产力的

第一特征，中国科技创新将从过去的以消

化吸收跟跑为主升级到以原创性颠覆性

科技创新为主，中国经济也将从要素驱动

变成科技创新驱动，“内涵式增长”将成为

中国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的新常态。中

国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必将助推全球技术

变革，不断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

（作者为天津外国语大学“一带一
路”天津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教授，
天津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
究中心研究员）

做好中国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对外传播
李名梁

到温泉度假村消费，却意外发现自

己成了别人手机屏幕上的“风景”。据法

治网报道，近日有女性顾客反映，她到一

度假村休闲娱乐时，在不知情的情况下，

被商家用镜头直播了自己泡温泉的过程

及现场画面。直播画面显示，商家把镜

头架在了一处较高且隐蔽的位置，而俯

拍角度正好对着下方的泳池。

移动互联网时代，利用消费者的真

实消费场景直播引流，成了不少商家乐

于采用的营销手段。但另一方面，这一

模式也给消费者带来不少困扰。翻看新

闻不难发现，社交媒体平台上有不少消

费者吐槽自己在用餐、健身、逛景区、购

物时被商家现场直播。

面对消费者的质疑和批评，一些商

家认为，直播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展示

消费场景，他们在直播过程中也没有对

顾客造成任何实质性伤害。然而实际

上，网络直播并不是想在哪儿播就可以

在哪儿播，更不是想播谁就能播谁。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文化和旅游部在

2022年联合发布的网络主播行为规范明确

要求，“网络主播应当尊重公民和法人的名

誉权、荣誉权，尊重个人隐私权、肖像权”。

我国民法典中更是明确规定，任何组织或

者个人不得以刺探、侵扰、泄露、公开等方式

侵害他人的隐私权；未经肖像权人同意，不

得制作、使用、公开肖像权人的肖像。可见，

只要商家在直播中涉及顾客的消费场景，

就必须事先征得顾客的同意。江苏省消保

委、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在今年消费者权

益保护日发布的一起消费维权典型案例

中，就明确提到“未经同意发布视频的，责任

人侵犯肖像权的，将追究其责任”。

面对网络时代带来的新问题，相关部

门一方面要引导商家通过合法手段进行

宣传，在直播、拍摄前明确告知义务，避免

消费者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上镜”；同时

也要加大对此类侵权行为的处罚力度，警

示商家不要通过侵权为自己谋取利益。

广大商家也应该明白，毫无边界感的直播

营销不仅涉嫌侵权，更会影响消费者的体

验感，最终伤的还是商家自己的口碑。

直播营销不是“想播就播”
姚庶良

入住酒店时要录入人脸信息是

否必要？此前该话题在业界引发热

议。近日，上海市旅馆业管理系统

发布公告指出，严禁对已出示本人

有效身份证件的旅客进行“强制刷

脸”核验，严禁发生不“刷脸”不能入

住的问题。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上海市对

入住酒店“刷脸”问题的规定并非一

刀切式的“行”或“不行”，而是就具

体情况提出了相应要求：在旅客出

示有效身份证件的情况下，酒店不

得强制要求“刷脸”核验；对于未携

带身份证件的旅客，酒店应提供便

民核验服务，但前提是必须征得旅

客本人的明确同意。

住宾馆酒店须先“刷脸”，如今已

是一种司空见惯的做法，但其合理性

合规性却存在问题。我国居民身份

证法规定，居民身份证是证明公民身

份的法定身份证件，公民有权使用居

民身份证证明身份，有关单位及其工

作人员不得拒绝。去年8月国家网

信公开的《人脸识别技术应用安全管

理规定（试行）》（征求意见稿）也明确

指出，实现相同目的或者达到同等业

务要求，存在其他非生物特征识别技

术方案的，应当优先选择非生物特征

识别技术方案。可见，如果客人能够

提供非生物特征识别技术方案——

身份证，那么酒店就无权要求客人

“刷脸”登记。

人脸同指纹信息一样，都属于敏

感个人信息中的生物识别信息，一旦

泄露，很可能会成为侵害个人权益的

突破口。遗憾的是，“强制刷脸”现象并

非只存在于酒店行业，在其他如景区、

车站等也存在同样现象。为此，相关

部门、行业机构还要积极作为，严格落

实相关法律法规中的具体要求，让“刷

脸”应用规范起来、不被滥用，真正实现

“便利度”与“安全感”的平衡。

平衡好“便利度”与“安全感”
金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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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让打包费成了障眼法
《工人日报》23日刊发《打包费“糊涂账”

令消费者困惑》一文，报道不少消费者吐槽外
卖打包费经常是一笔糊涂账，选菜品口味要
收打包费、收取打包费但不一定提供包装、到
店自取与外卖打包费用不一致等情况令人摸
不着头脑。受访律师表示，消费者有权获得
质量保证、价格合理、计量正确等公平交易条
件，商家在收取打包费时应明确告知，未标明
服务具体内容、包装方式及规格等信息的，本
质上不属于明码标价，有变相强制消费之嫌。

点评：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需要平台对

打包费细化规则、规范标准，真正将明码标价

落在实处，而不是让不明不白的打包费成为

一些商家转移成本的障眼法。

■ 高校招生亦需与时俱进
《中国青年报》18日刊发《70后家长不按

“套路”出牌 考验高校招生水平》一文，报道
华南理工大学在上海招生宣讲会，深感前来
咨询的“70后”家长们不按“套路”出牌。相
比以往的家长，他们更尊重孩子的兴趣点，更
关心孩子能不能学到真正的本领，甚至还会
先研究国家的战略需求是什么，再根据各自
孩子的情况明确专业选择。高校招生工作面
临新挑战——再靠名气吃老本不行了，专业
布局、人才培养的新方案都要跟上。

点评：在“变”成为常态的当下，提升应变

能力才是最优解。因此，面对积极应变的学

生和家长，高校更要主动求变，真正培养好与

新时代同向同行、共同前进的人才。

■ 违法违规骑行何谈健康
4月20日《法制日报》刊发《“暴骑”健身

横冲直撞该管了》一文，报道一段时间以来，
一些打着“健康”旗号的骑行团体，在开展骑
行活动时缺乏必要的管理与引导，仿佛模拟
公路自行车赛，不仅骑行人数多、速度快，还
出现了在机动车道骑行、闯红灯、互相追逐等
情况，违反了交通法律法规。受访专家认为，
骑行是一项运动，本意是为了锻炼身体，但
“暴骑团”违法违规骑行不可取，会给自身和
他人的出行安全埋下隐患。

点评：且问“暴骑团”骑行的目的到底是

强身健体还是追求刺激？如果是前者，枉顾

自身与他人安全的“暴骑”何谈“健体”？如果

是后者，请自觉转战极限运动竞技场。

本组点评 杨薇
评论版邮箱：jwbplb@126.com

近日，互联网上一段“老人吐槽年轻人在

卧铺下铺挂帘子”的短视频引发网民热议。

网传视频显示，一趟列车上，一位阿姨吐

槽年轻人在卧铺下铺挂帘子，不让老人坐，还

呼吁网友们评评理。画面中，两个相对的下铺

都被挂上了帘子，帘子背后一名年轻人面对指

责没有理会。该视频在网络热传，有关话题一

度登上热搜榜并引发网友热烈讨论。有观点

认为，下铺是实打实加钱买的，年轻人的行为

无可厚非；也有人认为，下铺让人坐也无妨。

针对“卧铺挂帘”现象，12306客服回应媒体

称，没有明确规定不能使用挂帘，不影响其他旅

客情况下可以使用，但需要跟各位旅客协商好。

需要明确的是，每个人都有保护自己隐

私的权利。在公共场合，如火车上，人们有权

选择保护自己的私人空间。挂帘子的行为，

实际上是一种保护隐私、避免被打扰的方

式。何况关于下铺的使用权，铁路部门也早

有表态：乘客在购买车票后，相应位置使用权

仅限购票乘客。也就是说，只要下铺乘客不

对床铺造成损坏、不侵犯他人的正常权益，那

么挂不挂帘都是自己的权利，其他乘客没有

理由进行干涉和要求。愿意让渡一部分权益

给他人固然值得点赞与倡导，但不愿意牺牲

自我感受也不该被“道德绑架”。

当然，我们也要理解上铺乘客，尤其是老

年乘客的不便。正所谓“老吾老以及人之老，

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对年轻人来说，多一些

换位思考，在维护个人隐私权时尽可能为老

年乘客提供便利和帮助；对老年乘客来说，在

尊重年轻人观念的前提下多一些善意沟通、

有商有量——如此，才能让出行环境更加和

谐便利，公共区域才能多几分暖意。

值得一提的是，按照当前火车卧铺车厢配

置，每六个铺位（上、中、下铺各两个）配备两个座

椅。座位不足，也是造成下铺成为大家“共享”

座位的原因之一。可见，面对不同群体的诉求，

铁路部门除了要加强对旅客的引导，还应努力

提高运输服务质量、改善运输设施，以减少类似

的矛盾发生。相信随着铁路运输“软硬件”不断

提升完善，我们能够找到公共秩序与个人权利

之间的平衡点，使出行更加和谐有序。

找到公共秩序与个人权利之间的平衡点
魏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