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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 聚焦

只要被模仿者有意追究，山寨者在法理上几乎没有容身之地热点 话题

让“扫一扫”更便捷安全并不太难

毫无限度的名人“模仿”，谁该来较真？

模仿秀视频截图

据《人民日报》报道，有记者注意
到，在“扫一扫”实际运用中，存在许
多问题，例如“强制扫码”所带来的消
费者精力与时间成本的“过度付出”
与个人信息泄露风险；再例如，“扫码
出行”的大范围普及，让人们对于“二
维码”的依赖程度增加，从而影响出
行效率，需要相关方面给予更加人性
化的调整。

乘坐地铁、公交时，拿出二维码
“扫一扫”便可以顺畅通行；在餐厅点
菜时，不需要服务员，只用“扫码”跳
出点单小程序，佳肴便会被一一呈
上，甚至价格相比线下还会便宜一点
点……“扫一扫”的应用模式正无孔
不入地“渗透”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
面。不过，在以前，这些影响往往被
聚焦于正面，即“扫一扫”如何让生活

更方便、更快捷。如今，这个新兴技
术的另一面正在被关注——由于缺
乏相关监管与明确标准，“扫一扫”带
来一些负面作用，应引起我们警惕。

其实，“扫一扫”的正面效益与负
面影响相互“碰撞”的背后，是数字技
术的飞速进步与互联网应用紧密结
合所带来的截然相反的后果。比如，

“扫一扫”支付，本来是件便利消费
者的好事，但因为单一、强制的支付
方式，损害消费者的自主选择权和
公平交易权，让他们“不得不”通过
手机号授权、添加好友、关注公众号
等一系列繁杂冗余的程序，达成仅
是付费的目的；再比如，交通出行对

“扫一扫”的需求量大幅增加，相应
的，人工服务越来越少，相关配套设
施有时也没有跟上，让手机出现“意
外状况”的消费者叫苦不迭。也就
是说，“扫一扫”虽然占据技术优势而
被广泛使用，但其中同样蕴含着因为
过度“滥用”技术，而使技术“泛而成
灾”的风险。

一件新生事物的产生、风靡、发
展，总是遵循着相应的规律，在“扫
一扫”引起相关风险的同时，也是重

新思考如何使用好这种技术的有利
契机。

如何将改变尽于精微、落到实
处，还需解决许多细节上的问题。如
对于点单、支付等日常消费行为来
说，需要重点关注数据信息泄露问
题，按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个人
信息保护法的相关规定，加强平台
监管，限制或者取消使用二维码过
程中的种种不必要环节和条件，保
护消费者隐私。对于地铁、驾车、单
车出行来说，在“扫一扫”大范围普
及的同时，人工服务不能全部取缔，
配套服务也要及时跟上，以满足出
行者的不时之需；同时，要考虑到不
同年龄群体的不同需要，现金支付
应该继续发挥作用，让青少年和老年
群体不便使用“扫一扫”时，也能从容
地使用现金支付……

以此而言，搭建好不同场景的使
用框架，划定不容侵犯的权限和标
准，结合不同场景进行适应性改造，
完全可以把“扫一扫”各种问题整治
好。毕竟，科技有着灵活的机动性和
强大的适应力，解决“扫一扫”应用目
前的堵点与痛点也不是太大的难题。

手持篮球、穿着标志性的 24
号球衣，播放《see you again》背景
音乐，直播内容显示“模仿秀，孩子
们，我回来了”……近日，一名男子
在直播时模仿已故篮球明星科比
引发热议。当下，在各大直播间，
类似的模仿比比皆是，长相、举止、
衣着乃至网名都与明星非常相
似。（6月18日《法治日报》）

如今，短视频平台正掀起山寨
之风。任何一个有些自然流量的
IP都可以成为被模仿者，任何一个
有些“明星相”的普通人，也都可以
直播模仿明星达人。模仿者整活
玩梗、围观者吃瓜看戏，这几乎成
了一场全民娱乐。

然而，这种娱乐模式的背后，
存在诸多法律风险。例如，利用与
明星和名人过于相似的名称、装扮
公开宣传，从事商业活动，涉嫌侵
犯他人姓名权和肖像权；刻意混淆
身份，假冒明星名人，参与商业演
出或带货，涉嫌欺诈、构成不正当
竞争；在模仿时为了博取眼球，做
出违反公序良俗或与事实不符的
行为，涉嫌侵犯他人名誉权；在未
经允许的情况下模仿歌手、演员，
以营利为目的使用其作品，可能构
成著作权侵权。以上种种表明，靠

“山寨”他人不劳而获，本质上是对
他人权益赤裸裸地侵犯。

应该看到，许多名人模仿秀从
一开始就是明码标价。区别于一
般模仿娱乐行为，毫无限度的山寨

模仿，就是为了蹭流量，借机牟
利。更何况，“玩得转”能当网红，

“玩过火”能炒热度，较低试错成本
的引流模式，也让一些人变本加
厉，从事诈骗等违法犯罪活动。

诚然，只要被模仿者有意追
究，山寨者在法理上几乎没有容身
之地，但个体维权的力量终究有
限。向违法侵权者追责，不能仅靠
被模仿者奋起维权，短视频平台也
应积极作为。首先，平台应尽到审
核义务，对主播身份和创作内容进
行审核，确保其不侵犯他人合法权
益；其次，善用技术手段，辅助监管
和防止侵权行为；最后，负起监管
责任，对违规主播进行信用惩戒，

避免用户被误导甚至上当受骗。
有关部门则应加大宣传教育力度，
引导网民树立正确的价值观。

在这件事上，被模仿者、短视
频平台，以及广大网民都该认真对
待，难道真要让“大家都是玩梗，你
认真就是你不对”的脆弱逻辑，变
成侵权的“帮凶”吗？任凭被扭曲
的娱乐精神，侵损直播行业、网红
职业的健康发展吗？

我们欢迎原创优质内容遍地
开花，也欢迎不过分恶搞、蹭流量
营销的模仿演绎把互联网玩出花，
给人们带来欢乐，但也要擦亮眼
睛、理性看待，该较真较真，该娱乐
娱乐。 评论员 韩静

人民日报：
“文旅”在“旅”也在“文”

据报道，每到夜晚，在江西南昌方
言传承基地——贵林社老茶馆里座无
虚席。追光灯再度亮起，演出现场氛围
升温。游客一边品茶、一边互动，品味
用南昌方言讲述的历史和故事，体验感

“拉满”。
旅游是文化的载体，文化是旅游

的灵魂。走进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寻
找百年大党的“青春密码”；头戴簪花、
身着马面裙在福建泉州古城找寻“苍
官影里三洲路，涨海声中万国商”的踪
迹……随着旅游消费升级，人们的旅游
需求更加多样化、个性化，旅游不再只
是“看山看水看风景”，而是日益向“观
文品史、体验生活”转变。“文旅”在“旅”
也在“文”，如何更好推动文旅融合，提
升旅游供给的“文化味儿”，是文旅发展
的一道“必答题”。从实践来看，只有深
入挖掘地方文化特色，不“复制粘贴”、
避免同质化，才能以有活力、有特色的
文化产品激发文旅新动能。

正观视评：
潜水遭弃游2小时上岸
生命岂是儿戏？

据上游新闻报道，近日，金先生和
另外两名学员在教练的带领下，乘坐俱
乐部租借的游艇，前往洲仔岛进行潜水
考试，并告知游艇方 2小时后返程，但
完成考试后等待 2小时仍无船来接，4
人被迫在海上游了2小时左右才靠岸。

金先生一行几乎是从鬼门关走了
一圈回来。关于船为什么没有去接，万
宁市文旅局调查后透露，这次开船的和
租船的是两个俱乐部，前者开船将后者
一行4人送到潜水点后，就离开了。据
金先生回忆，送行的船员说，你们游回
去吧，我们没时间来接你们。当时他还
以为船员是在开玩笑。可事实证明，他
高估了那些人的道德感。这绝不仅是
双方之间的利益关系，更是一方把生命
的希望寄托在另一方身上。可离谱而
又讽刺的是，他们遇上个“草台班子”。
万宁市文旅局工作人员回应称，其中的
确存在不合规、不合理的地方，准备将
此事移交综合执法局处理。

北京晚报：
高仿假货上下游都得查

据央视报道，广州火车站附近的商
场里，有商家销售仿冒的名牌皮具和服
装。6月16日，广州市知识产权工作领
导小组办公室牵头成立联合工作组，依
法从严从快查处侵权假冒违法行为。

货是假的，消费者却是按真品付
钱。“一个包拿货 3000元，代购可以卖
到 2万元”，甚至有顾客 10年来买的包
都是假的。消费者被坑的钱，被消耗的
信任，都无法挽回。持续严厉打击侵权
假冒违法行为之下，仍有这么多人铤而
走险，究其原因，一是利润大到让这些
人不舍得放弃，二是打击力度还没有大
到让他们不得不放弃。广州此次全面
排查了广州火车站周边区域，其他地方
还有没有造假、售假聚集地？斩断高仿
假货产业链，需多管齐下、各个击破。
无论是上游的厂家，还是下游在边缘地
带打配合的游击队，都该在监管范围
内，在严厉打击之列。每一环都严查，
才能斩断假冒奢侈品的黑色产业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