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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华媒“自我革命”

在谈到日本媒体融合转型的现状时，蒋
丰坦言，由于日本社会读书看报的传统根深
蒂固，以及老年人口占比较大等原因，日本
传统媒体的转型相对保守。虽然日本年轻人
也开始广泛运用推特、脸书等社交媒体工
具，但是尚未在全社会形成风气。不过日本
的华文媒体在很早前就开始了大胆的“自我
革命”。

“作为主要面向华人的媒体，我们必须
跟上中国人的阅读习惯。除了继续发展报
纸、期刊等传统模式，很多华媒开始建立自
己的网站。日本华文媒体正通过探索多种传
播形式，源源不断向汉语圈地区提供着最
快、最新的日本新闻及在日华侨华人动
态。”蒋丰说。

目 前 ， 国 内 方 兴 未 艾 的 “ 直 播 ”、
“VR”、“无人机”等技术为媒体报道形式
提供全新的思路。对于这些新技术应用在
海外华文媒体融合发展中的前景，蒋丰同
样充满期待。“新技术的发展打破了传统媒
体一统天下的局面，以其快捷方便、信息
海量、不受时间地点限制、受众门槛低等
优势，给传统媒体造成了前所未有的生存
危机。但是，这也提高了信息传播的速度

与广度。随着新技术不断升级，这一趋势
还将深化下去。多年以来，华文媒体在海
外积累了广泛的新闻资源，辅以新技术的
高效传播，能够吸引更多的受众参与，同
时深入掌握重大新闻事件的各种舆论倾
向，拓宽视角，扩大自身舆论引导的影响
力。可以说，新技术为华文媒体在新媒体
时代做大做强提供了巨大机遇。”

“中国路线”成为机遇

有分析认为，华文媒体由于资金、人
员、技术等方面实力还无法与海外本土媒体
相“抗衡”。对此，蒋丰则认为，“日本华媒
拥有自己的优势”。

蒋丰告诉海外网记者，首先，日本华媒
更了解旅日华侨华人的需求，能够有针对性
地为他们提供更多、更好的资讯服务，方便
他们的学习、工作和生活；其次，日本华文
媒体的新媒体运营，要强于这一块相对保守
的日本媒体，对于日本年轻人的影响力正在
逐渐扩大。近年来，日本华文媒体与日本年
轻人越走越近，不断澄清某些日媒的歪曲报
道，传递正能量，为未来的中日友好奠定了
基础；另外，日本华媒对于很多事件拥有

“中国”与“日本”两个视角，在报道内容
的丰富度与客观度上要胜过日本媒体，因此

包括日本最大搜索引擎“日本雅虎”在内，
很多日本主流新闻网站大量引用转述了华媒
的报道与评论，为日本民众看待中日关系提
供了更全面、更真实的角度。“尤其在发生
热点事件时，我们的电话都快成了‘热
线’。”蒋丰风趣地说。

中日两国，一衣带水。那么，日本华文
媒体如何在发展中找准“位置”？蒋丰认
为，“从各家日本华文媒体的发展历程来
看，内容转向日语为主、将重心放在日本读
者上的华媒，结果都不太理想。而主打“中
国路线”辅之以“日本元素”的华媒，则取
得了较大发展。这种状况对日本华媒来说既
是机遇又是挑战。虽然为国内读者及旅日华
侨华人提供了更多、更好的资讯服务，方便
了他们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但是反过来
说，影响力主要局限于华人圈，对日本社
会、民众的辐射力还不够。如何在向新媒体
的转型中取得平衡，是目前日本华媒面临的
重要课题。”

面对记者的镜头，蒋丰不无感慨地说：
“做媒体不是那种赚大钱的职业，要想坚持
下来并乐在其中，除了新闻理想与信念，还
有一种更重要的东西：好奇心。有好奇才有
追问，才有了解真相的探索欲望。对世界的
探索，对社会万象的探索，对人生百态的探
索，恐怕没有比媒体人更适合这一切的职
业。”

不知从何时起，在地铁站常常遇到擎着手机的年轻人，诚挚邀请扫一扫二维码，支
持他们的创业项目。最初还抱着极大的热情听听介绍，时间一长，类似剧情频频上演，
扫码的耐心便耗光了，只得摆手婉拒：对不起，没兴趣。

上网一搜，对于此类“扫码支持创业”的戏码，不少网友都持反感或怀疑态度。一
是觉得方式老套、不胜其扰；二是担心其中有诈、信息泄露。简而言之，大家希望创业
者多点真诚、少点套路。关注可以，扫码就算了。

另一个引发争议的话题，是餐厅里的“扫码付小费”。只要扫一扫服务员胸前的二维
码，就可以为其支付几块钱的小费。有的服务员甚至主动请顾客扫码，让没有给小费习
惯的国人颇感尴尬。

事实上，类似的小费制度已渗透进与移动互联网密切相关的服务行业。在餐厅小费
之前，快递、网约车、外卖等行业都出现了小费制度。比如，在滴滴打车支付时，可以
选择给司机打赏；在百度外卖，也可以给外卖小哥送几元钱的“小礼”。

为何餐饮行业收小费，就引来很多不同的声音？一方面，人们对于传统行业的惯性思
维，不太能够接受这样的“创新”；另一方面，在餐厅付小费需要扫码，而扫码本身，似乎就暗
藏了一种半强制性的意味。如果商家再“好言相劝”，就更增添了消费者的恶感。

如今，人们好像陷入了“扫码症候群”。扫码支付、扫码关注、扫码观看、扫码登
录、扫码进群……移动互联网时代，二维码简直成了无所不能的“神器”，诱惑人们探寻
其背后的内容和讯息。

扫码真是再方便不过了。地铁站的创业者，不用发传单，就可以俘获用户；传统媒
体通过二维码，极大拓展了报刊的内容；消费者兜里不必揣现金和银行卡，路边摊张煎
饼果子都可以手机支付。

当然，二维码里不仅有黄金屋，也有窃金贼。因扫码泄露个人信息、遭遇诈骗的案件不在
少数。对普通用户而言，很难分辨长着一样面孔的二维码，哪些是“好码”，哪些是“坏码”。

作为一种工具，二维码本身既非天使，也非魔鬼，关键在于如何合理合法地使用
它。如何用通过扫码便利生活、创造机会，是相关行业从业者应该思索的问题。一旦让
用户陷入“扫码疲劳”或是“扫码恐惧”，恐怕只能得不偿失。

可以预见的是，在更高等级的“三维码”现身之前，二维码仍将越来越多地占领人们的
生活。在利用和享受扫码便利的同时，我们不妨思考一下，不扫“码”是否也能扫天下？

移动互联网时代，人们早已习惯于让网
上购物、搜索新闻、登录账号、甚至ATM取
款成为个人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却鲜有
人会想到，这个轻轻一点就能搞定个人信息
的数据库系统，背后是一个帝国企业——甲
骨文，世界上最大的数据库软件公司，仅次
于微软的世界第二大软件制造商。然而与甲
骨文这种默默努力着的企业印象形成强烈反
差的，是其极具传奇色彩，即使在硅谷这个
怪咖云集的地方都略显另类的创始人——拉
里·埃里森。

回顾拉里·埃里森32岁以前的人生：读了
三个大学，没获得一个学位文凭，换了十几
家公司，老婆也离他而去……这一切足以给
他贴上一个失败者的标签。1944 年出生于美
国曼哈顿的埃里森是犹太裔美国人，由于埃
里森出生时他的未婚妈妈只有 19岁，还没有
能力抚养他，于是将埃里森送给舅舅一家抚
养。学生时代的埃里森不仅没有显示出超常
的素质和成绩，而且与其他同龄人比起来他
的性格非常胆小孤僻，独来独往。

1966 年，埃里森来到加州的伯克莱，准
备就读研究生。在那里他开始打工赚钱，同
时自学电脑编程——正式开启了它的互联网
之旅。然而他并不想投身高科技，只不过想
赚些生活费。关于学位，埃里森认为：“大学
学位是有用的，我想每个人都应该去获得一
个或者更多，但我在大学没有得到学位，我
从来没有上过一堂计算机课，但我却成了程
序员。我完全是从书本上自学编程的。”

1976 年，IBM 的研究员发表了一篇里程
碑的论文 《R 系统：数据库关系理论》，奠
定了关系型数据库软件的理论基础。不过
IBM 的研究员大多为学术背景，并没有重视
这篇论文背后的商业价值，这就便宜了此前
就开始从事数据库相关研究的埃里森，他在
拜读之后被其内容震惊，敏锐地嗅到了商机并立刻着手开发它的
商用软件系统。1977 年，正处于第一段婚姻终结又被公司开除的
埃里森，用自己的全部身家 1200 美元和朋友合伙创立了“软件开
发实验室”， 即甲骨文的前身。至此拉里·埃里森终于为他前 32 年
的失败人生画上了一个句点，同时也为自己的未来提供了成为硅
谷首富的可能。

如果拿埃里森所钟爱的帆船运动来比喻，那么他就是甲骨文这
艘舰船的船长，只不过行事作风上更接近于海盗。为了让公司的产
品占得先机，埃里森选用金币作为公司软件推销员的报酬，因为美
元会贬值，但是金币不会。果然全球各地的推销员斗志昂扬，以每
年100%的增长速度，让甲骨文的产品席卷了整个世界，而海盗头子
埃里森找到了市场海洋里的金山。

2014年9月，时年70岁的拉里·埃里森宣布辞去甲骨文首席执行
官一职，但将继续担任甲骨文执行董事长兼首席技术官。这个互联
网界的海盗船长，依旧会集中精力维持霸主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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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善法》施行，首批13家网络募捐平台“持证上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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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中国网上中国

“×××突患癌症，巨额治疗费花光家里积蓄。希望

好心人出手相助。捐款账户……”这样的求助信息在网

上并不少见，当笔者在新浪微博的搜索页面输入“募

捐”二字时，就能弹出150余万条搜索结果。然而，网

络募捐在为许多无助的人“救急难”的同时，也为诈骗

滋生了土壤，这让很多善意民众赔了钱也伤了心。

日前，《慈善法》正式施行，民政部组织开展了首批

慈善组织互联网募捐信息平台遴选工作。13家网络募捐

平台获得“官方认证”，这意味着网络慈善即将进入“固

定入口、统一监管”时代并随之规范起来。

海外集结号

“面对新媒体技术发展的浪潮，日本华文媒体在很早前就开始了大胆的

‘自我革命’。”《日本新华侨报》总编辑蒋丰在接受海外网记者采访时说。

“面对新媒体技术发展的浪潮，日本华文媒体在很早前就开始了大胆的

‘自我革命’。”《日本新华侨报》总编辑蒋丰在接受海外网记者采访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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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网 刘金鹏

云中漫笔

走出“扫码”迷思
刘 峣

拉里·埃里森

网络慈善亟待规范网络慈善亟待规范

“去年身边的一个朋友说妻子患了重病要花很多钱，就在网上募捐，很多
人都捐了钱，我也捐了。可今年人家却买了一辆车，我心里挺不是滋味。”日
前，一名网友在微博上这样“吐槽”自己参与网络捐款的经历。

如今，随着网络的普及，慈善事业也步入了互联网时代。网络慈善已经成
为最活跃、最高效的慈善形式之一。从微博到朋友圈，从“腾讯公益”到“淘
宝公益”，网民都能够方便地获取救助信息，并且随手点击就能完成捐款，献
出自己的爱心。

然而，网络募捐在方便大众参与慈善活动的同时，也成了网络诈骗的温
床。8月9日，河北省邯郸市警方抓获以假冒“中华慈善总会”的名义骗取捐
款的蒋某。9月6日，腾讯协助安徽、吉林两地警方，打掉了两个以慈善为名
的特大诈骗团伙。

屡禁不止的“网捐诈骗”行为，让捐献爱心者“寒心”的同时，也对中国
的慈善事业产生了不少打击。因此，近年来，通过法律规范禁止以慈善为名行
使诈骗的呼声一直很高，而此次《慈善法》的正式施行并对网络慈善进行规范
可谓是“千呼万唤始出来”。

募捐平台募捐平台““持证上岗持证上岗””

此次慈善法对于通过网络开展募捐，有了明确的规定。比如《慈善法》第
23条规定“慈善组织通过互联网开展公开募捐的，应当在国务院民政部门统一
或者指定的慈善信息平台发布募捐信息”。这意味着以后慈善团体要在网上发
布募捐信息，只能通过国家认定的募捐平台。

“如果慈善组织在未经指定的平台上发布公开募捐信息，我们将对慈善组
织依法予以处理。”民政部社会组织管理局副局长安宁说。

据了解，为配合《慈善法》的有关规定，民政部于今年4月份就启动了慈
善组织互联网公开募捐信息平台指定标准的研究工作，经形式审查和专家评
审，从 47家递交申报材料的网络平台中确定了腾讯公益网络募捐平台、淘宝
公益、蚂蚁金服公益平台、新浪微公益、中国慈善信息平台等 13家互联网募
捐平台。

对于这 13 家“持证上岗”网络募捐平台，《慈善法》 对其职责义务也做
出了相关规定，比如在慈善法第 27条中，就规定了网络服务提供者应当对利
用其平台开展公开募捐的慈善组织的登记证书、公开募捐资格证书进行验
证。

而在“个人求助”这一公共关心且较有争议的问题上，《慈善法》也进行
了弹性规定。“对于个人求助《慈善法》也做了开放式的规定，他可以在媒体
上发布这种信息，但是媒体应该履行相应的责任，就是要向社会公众进行风险
的提示。”安宁表示。

为网络慈善监管把关为网络慈善监管把关

对于这首批 13家互联网募捐信息平台，未来民政部门将如何进行监督和
管理？

对此，安宁表示，目前正在建立平台定期报告制度和退出机制，同时依法
受理社会举报，并严格查处。

“第一，政府部门的监管，目前我们正在建立平台的定期报告制度，还要
有退出机制，同时，我们依法受理社会的举报，并严格查处。第二，推进行业
的自律。我们想鼓励这些平台共同研究、制定并推动实施基本的技术标准、基
本的服务规范，以便为慈善组织提供更加公平和优质的服务。第三，平台的监
督还是需要靠社会来监督。”安宁说。

在民政部门的统一监管下，未来人们通过网络募捐平台捐款将更加规范
化、透明化。

以这次被认证的 13 家慈善组织互联网募捐信息平台之一的“淘宝公益”
为例，当笔者打开“淘宝公益”网页，随手点击进入“浙江省大学生助学计
划”的网页时，募款组织的认证信息、捐款去向说明、票据流程等信息均能详
细展现，捐款过程也十分方便快捷，在3分钟内就可以完成捐款。

据安宁透露，未来民政部门还将进一步完善有关网络慈善的相关管理工
作，力争在2017年底初步形成慈善组织管理的基本体制。“下一步，我们还将
按照《慈善法》的授权，着手研究制定“慈善组织财产保值增值投资管理”的
具体办法，启动统一慈善信息平台的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