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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国家互联

网信息办公室发布

新修订的《互联网跟

帖评论服务管理规

定》（简称新《规定》）,

自 2022 年 12 月 15

日 起 施 行 。专 家 认

为，对原有《规定》进

行完善是为了适应

形势发展变化，继续

加强对互联网跟帖

评论服务的规范管

理。作为互联网治理

的重要一环，规范网

络跟帖管理能够有

效促进网络环境风

朗气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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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平台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互联网企业为公众提供多样化、

便捷性的线上消费体验，推动国家电子商务和数字经济的迭代升级。

近日，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联合发布《进一步提高产品、工程和服

务质量行动方案（2022—2025年）》（简称《行动方案》），提出引导新技术

新产品新业态优质发展，促进平台企业提供优质产品和服务。专家认

为，这将有利于提升平台企业的发展质量，进一步激发数字经济的内生

活力。

本报南昌电（记者王丹） 12月1日，国家税
务总局江西省税务局发布消息：历时5个多月的
试行、改进、推广，江西省政府电子印章税务
应用取得阶段性成效。截至11月30日，江西省
已有69万户企业顺利申领电子印章。

为降低企业交易成本、激发市场主体活力，
江西省税务局承接江西省电子印章税务应用先
行示范改革任务，在赣江新区税务局试点的基
础上，今年 6 月底在全省税务系统推广应用，实
现了办税缴费“全业务全流程网上办”“全领域
全环节不见面”，打通了非接触式办税“最后一

公里”。据悉，江西省电子印章已融入江西省
电子税务局、“赣服通”税务专区、电子工作平
台、自助终端等办税缴费的各类平台系统，加
盖江西省电子印章涉税（费）业务文书与金税
三期、政务服务平台等系统无缝对接。数据显
示，江西省电子印章税务应用推广后，申报业
务平均办结时限从 3 个工作日压减至 1.5 个工
作日，退税业务平均办结时限从 5 个工作日压
减至 2 个工作日。预计每户纳税人每年可生成
电子影像资料 1000 余份，减少九成以上的纸质
资料报送。

网友互动精彩有趣

屏幕中，缓慢自转的深蓝地球被白
色大气层包裹；屏幕右下方，两名航天
员正在深蓝色的衬托下慢慢移动。这是
某社交平台上一则神舟十四号乘组实
施出舱活动的帖子，视频引发数千人参
与跟帖讨论，有人热情欢呼“中国航天
太棒了”“佩服出舱的航天英雄”，有人
浪漫感慨“想去宇宙看日出”，还有人幽
默打趣“从外太空看地球，像蓝色的雪
花牛肉”。

不只是视频，刷到有趣直播，用弹
幕写下感受；读到一则博文，在评论区
留言想法；给认同的看法点个赞……跟
帖评论是广大网友表达态度的主要方式
和相互交流看法的重要手段，它就像一
支“麦克风”，为用户提供了线上输出个人

见解、喜好、偏好的渠道。
很多时候，跟帖评论是网络的一道独

特风景线。例如，在某厨艺相关社交小组
里，跟帖者讲述自己下厨失败经历并附上
失败菜品图，不少围观网友转发表示“评
论区的图太好玩”。

“网友跟帖评论是互联网生态的重
要组成部分，使网络生态充满活力。同
时，它也是提升网络传播力、影响力的
关键阵地之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副总编辑蔡继辉说，在这种情况下，做
好跟帖评论管理工作，推动跟帖评论环
境保持积极向上、有序发展状态，意义
深远。

应用好跟帖“麦克风”

上海普世万联律师事务所律师秦卓
然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用户线上跟
帖，属于通过书面形式在网络平台上针
对社会等各类问题表达自身的思想和见
解，受法律保护，但互联网并非法外之
地，跟帖评论不该是非理性的“畅所欲
言”或者恶意“输出”。

日前，某地网信办处理了一起网
络用户扰乱公共秩序案。据悉，网友
举报李某煽动他人在媒体账号直播期
间恶意刷屏，扰乱网络公共秩序，造
成了不良社会影响。经核实并根据相
关法律，当地公安机关依法对李某立
案调查。

“部分用户认为通过网上跟帖评论发
泄情绪的成本很轻微，而且就算随意发
表看法也不会被追责。”秦卓然说，需注
意互联网跟帖评论也有“底线”。

新《规定》强调，用户应当遵守法律法
规和公序良俗，并且特别增加“弘扬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并指出应当建
立健全跟帖评论违法和不良信息公众投
诉举报制度，使网友自己用好“麦克风”，
鼓励大家相互监督。

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赵曙光
认 为 ， 网 络 环 境 为 用 户 提 供 信 息 生
产、积累、共享、传播的独立空间，
形 成 用 户 生 产 、 用 户 分 享 的 互 动 机

制。网络用户主动维护良好跟帖评论
环 境 ， 有 助 于 塑 造 网 上 美 好 精 神 家
园，最终也会反哺用户群体，保障其
自身合法权益。

据了解，新《规定》还新增跟帖评
论申诉制度，这种比投诉更温和的争
议解决方式，为并非“违法和不良信
息”的跟帖评论提供了平台内“复活”机
制，避免“误伤”，也表明跟帖评论管理
不是生硬的“一刀切”，而是动态的良性
互动。

平台须当好评论“把关人”

如 果 说 网 友 是 跟 帖 评 论 的“ 发 布
者”，那么网络平台就是网友跟帖评论的
交流空间和媒介，在维护跟帖评论环境
方面，平台责无旁贷。

记者梳理发现，各大网络平台均对
跟帖评论服务实施严格管理，如建立
审 核 小 组 、 主 动 巡 视 ， 确 保 违 法 违
规、恶意、涉谣言评论得到及时有效
处理。某社交平台还招募“社区志愿
者”，通过信用积分等条件筛选出合格
人选，定期完成包括跟帖评论在内的
多项维护管理工作。

秦卓然认为，平台不论大小，都应
当根据自身具体情况积极承担社会责
任。如果平台下的公众账号只发帖却不
管评论，就有可能导致负面事件发生。
新《规定》对公众账号生产运营者的责任
作了规定，可按照用户服务协议向跟帖
评论服务提供者申请举报、隐藏或者删
除违法和不良评论信息、自主关闭账号
跟帖评论区等管理权限。

“如果说平台要履行完整的主体责
任，那么作为服务使用者的公众账号
也要承担一定的内容管理责任。”中国
传媒大学教授王四新认为，平台服务
提供者根据公众账号的申请适当授权
其管理跟帖评论，使账号有更多自主
性和更大责任，有利于各公众账号加
强跟帖评论管理，营造各主体共同主
动管好跟帖评论的良好局面，有效纠
正一些网络乱象。

线上消费场景多样化

打开网上商城浏览当季冬衣新品，通过

“大众点评”购买餐厅消费满减券，在“去哪儿”
平台上预订出差酒店，坐地铁时使用乘车码
……来自江苏省南京市的马伯龙在智能手机
上指尖轻划，熟练地穿梭于不同的平台应用之
间。他说，互联网平台提供了丰富多样的线上

消费场景，并覆盖了衣食住行等多个方面。
随着平台经济领域范围的扩展与延伸，

互联网消费平台日渐融入百姓的日常生活之
中。以网络购物为例，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
心发布的第50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
计报告》 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网上零售额
达 6.3 万亿元。在人们个性化的消费需求之
下，网络消费渠道多元化特征明显，用户的
线上消费渠道从传统电商平台向短视频、社
区团购、社交平台拓展。

《行动方案》提出，支持企业构建形式多
样的线上消费场景，探索人机互动新模式，
提升网络消费体验。

不少企业纷纷实践，以新技术催生业态
新发展。例如天猫APP依托AR、VR、3D等
技术，日前上线3D虚拟街区功能。在虚拟街
区之中，消费者能够在线全方位查看商品细
节，并完成 AR 试穿试戴功能，感受人机互
动下的沉浸式购物体验。

专家认为，数字技术与科技创新在平台
经济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相关平台企业
需继续守正创新，在技术提升、网络协同、
产品升级等方面下工夫，为用户提供更为优
质、精准的产品和服务。

保障新业态健康发展

平台经济持续发展的同时，还有一些行
业规范方面的问题亟待解决。浙江省衢州市
的王博昊是某网约车平台的使用“常客”，在某
次为市内出行预约打车时，他偶然发现平台
显示给自己的路程价格比显示给较少使用该
平台的朋友价格更高。王博昊直言，他被平
台“大数据杀熟”了。经常通过某电商直播平
台购物的杨女士说，带货主播在网络直播间
中有时会过分吹嘘产品的质量和功效，自己
在收货时还曾遭遇过产品“以次充好”的骗
局，维权时却遭到商家的推诿。

在平台企业提供服务与产品过程中，相
关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消费者权益，
长久来看，还将制约平台经济的健康规范

发展。对外经贸大学信息学院助理教授周
若馨认为，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持续发
展，需要健全完善规则制度，及时弥补规
则空白和漏洞，并提升监管能力和水平，
实现全链条监管。

《行动方案》提出，督促平台企业强化平台
销售和直播带货产品的质量管控和追溯，依法
承担商品和服务质量保证、食品安全保障等责
任，切实维护用户个人信息权益及隐私权。

政府部门对平台企业持续开展质量治
理、优化平台经济发展环境的相关行动。以
网络直播带货为例，今年 4 月起，相关部门
开展“清朗·整治网络直播、短视频领域乱象”
专项行动，打击并整治了直播、短视频带货
过程中虚假宣传、夸大或造假及价格欺诈等
行为，切实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

专家建议，在政府加强对平台企业的监
管、推动管理制度创新的同时，企业自身作
为社会责任意识的治理主体，还需自我革
新，主动倾听关注平台用户的切身需要和服
务诉求，提供更优质的产品与服务，更好融
入数字经济与平台经济的发展新格局。

数字技术融入实体经济

从平台经济的发展远景来看，需要深化

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的融合，并促进产业聚
合与协同发展效应。

《行动方案》提出，深入开展国家电子商
务示范基地和示范企业创建。在今年 9 月召
开的2022中国电子商务大会上，商务部宣布
新增河北金卓颐高电子商务产业园、无锡市
梁溪区电商产业园等14家基地为国家电子商
务示范基地。至此，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基地
总数达 155 家，这将充分发挥基地的规模效
应与引领作用，持续释放相关平台企业的发
展动能。

《行动方案》 还提出，深入推进农产品
出村进城和“数商兴农”。商务部研究院电
子商务研究所副研究员洪勇分析，在中国
农村电商发展过程中，新业态新模式加速
应 用 。 手 机 成 为 新 农 具 、 直 播 成 为 新 农
活、数据成为新农资，越来越多的农民尝
试农产品直播，带货规模迅速扩大。农村
电商在助力脱贫攻坚、赋能产业数字化转
型升级、推动农村创新创业等方面发挥了
积极作用。

业内人士认为，在 《行动方案》 出台
后，平台企业作为农村电商服务的重要平台
中介，将继续深化并发挥其连接品质农特产
和消费者的纽带作用，成为推动区域农村电
商发展和农产品出村进城的有力引擎，促进
农业生产发展与乡村产业振兴。

技术创新，质量提升，产品升级

推动平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丁美栋

江西省电子印章税务应用取得阶段性成效

新修订的《互联网跟帖评论服务管理规定》12月15日起施行

规范跟帖管理，优化网络环境
本报记者 王晶玥

青海省西宁市的市民在使用二维码扫码乘坐公交车。 新华社记者 张 龙摄

山东省聊城市茌平区采取“党组织+合作社+农户”的方式，引导鼓励农业由传统型向
现代化转变，利用智慧温室大棚，打造规模化、标准化、精细化的现代高效智慧农业，
助力乡村振兴。图为村民正在茌平区乐平铺镇小刘新村现代农业产业示范园智能温室
内管护草莓。 马红坤摄 （人民图片）

近日，安徽省铜陵市义安区钟鸣镇金山村村民在自家庭院里网络直播销售
盆景。 梅建广摄 （人民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