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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大咖秀互联网大咖秀

云中漫笔
日前，浙江省温州市文成县

人民法院宣判了一起网购维权案
件，不少网友为法院的判决点
赞。有网友认为，当事人买得漂
亮，法官判得漂亮。全社会都要
对制假、售假零容忍。还有网友
认为，不管什么方式打假，只要
不危害社会，都应支持！这起案
件再次在网上引发了关于“买家
知假买假，是否也可以按照 《中
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 的规
定要求‘退一赔十’”问题的讨
论。

据 媒 体 报 道 ， 在 这 起 案 件
中，淘宝买家施某购买了160盒假
阿胶，并将店主起诉至法院，要
求“退一赔十”。店主李某辩称买
家不是以家庭消费为目的，且知
假买假，不是法律意义上的消费
者，不适用“退一赔十”的规
定。最后法院判卖家十倍赔偿并
退还货款。

“知假买假”是指消费者明知
道产品有问题，但仍以营利为目
的购买产品。“知假买假”该如何
处理一直都存有争议。有人认为
应该严格管控这种行为，因为以
营利为目的的打假不仅有悖诚
信，还浪费司法资源；也有人认为“知假买假”对
生产厂家和商家起到了监督作用，应该对此举予以
支持。

针对上述类似案件，笔者认为，在食品和药品
领域，不论买家是否“知假买假”，卖家卖了假货就
该“退一赔十”。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药品更是如此。食
品、药品安全是关乎民生的大事，容不得半分马
虎。更何况，法无禁止即自由。根据 《最高人民法
院关于审理食品药品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
规定》，因食品、药品质量问题发生纠纷，购买者向
生产者、销售者主张权利，生产者、销售者以购买
者明知食品、药品存在质量问题而仍然购买为由进
行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这意味着在食品、
药品消费领域，购买者是否以家庭消费为目的、是
否明知是假冒伪劣，不影响其维护自身权益，可以
认定其消费者主体资格。也可以说，“知假买假再打
假”并不是被法律禁止的。

如果商家可以因利益诱惑而制假售假，那么买
家为何不能知假买假而打假？这也是消费者对市场
监督的一种方式。倘若有一天，市场再无制假售假
的商家，“知假买假”这种有争议的行为就不会出现
了，那将是广大消费者的幸事。

几年前，印度著名喜剧电影 《三个傻
瓜》 曾风靡全球。电影里那所令全印度学
子为之疯狂的院校，便是连美国硅谷都高
看一眼的印度理工学院。思科前首席技术
和战略官——帕德马锡·沃里奥则是该校毕
业生中的佼佼者。

沃里奥 1961 年出生在印度东南部城市
维杰亚瓦达。在印度的工科院校，女性并
不多见，更不要说在录取率只有 2%的印度
理工学院，突出重围，难比登天。据说，
当时沃里奥所在的化学工程专业有 250 名
学生，而女生不过5人。

1982 年，沃里奥本科毕业后，决定继
续进修。当她拖着两只塞满了书本的行
李箱从肯尼迪国际机场走出来的时候，
或许并没有想到自己有一天会掌舵科技
巨头，此时的沃里奥首先要面对的是经
济上的窘态。沃里奥拿到了康奈尔大学
的奖学金，但是这并不足以保证求学生
涯能够衣食无忧。她硬是靠着从二手市
场买来的一件 10 美元的大衣熬过了在纽
约的第一个冬天。

1984 年，沃里奥同朋友参加了一个招
聘会。摩托罗拉公司慧眼识珠，将其揽入
麾下。沃里奥原计划工作一年后继续读
博。出人意料的是，她的职场生涯非常顺
利，一路高歌猛进，并于 2003 年被任命为
摩托罗拉首席技术官。2004 年，沃里奥从
美国总统布什手上接过了 2004 年国家科学
奖章，这也是摩托罗拉公司首次获此殊
荣。2005 年，印度 《经济时报》 将沃里奥
列在全球最具影响力的印度人的第11位。

2007 年 12 月，沃里奥离开摩托罗拉，
加入思科公司担任全球首席技术与战略
官，7年后，她摇身一变，成为了蔚来汽车
的首席执行官，一脚踏入了智能电动汽车
行业。她说：“我一直在寻求利用技术解决
重大问题的机会。气候变化和空气质量是
困扰全球的两大难题，我相信电动汽车会
给出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案。”

交钱容易退钱难交钱容易退钱难

“为什么退押金时要经历‘九九八十一难’？退押金怎
么比交押金困难那么多？”“一旦共享单车平台破产了，我
的押金该找谁要呢？”这样的困惑与不解，时常出现在记者
身边。

押金问题，在共享单车出现之初就被曝出；前段时
间，多家共享单车企业因存在押金拖欠问题而再次被广泛
关注。

据曝光的数据显示，近两年，70多家共享单车平台中
有34家倒闭，并留下了超过10亿元的押金退还难问题。中
消协收到众多消费者投诉，仅对酷骑单车的投诉就多达21
万次。

业内人士指出，共享单车的押金问题在共享经济发展中
是普遍存在的。资金管理不透明、缺乏相应监管，退押金速
度慢甚至无法退回，押金被挪作他用，这些出现在共享单车
上的押金问题，折射出了共享经济所面临的“窘境”。

以“共享”之名行“租赁”之实，不仅没有搞活闲置
资源，反而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凑热闹的商业模式只是

“看起来很美”，难以经得起市场检验；借“共享”的名义
吸引资本关注，而非着眼于提供良好的产品和服务本身……
这些“窘境”值得每一个共享经济从业者深思。

百亿押金谁监管百亿押金谁监管

当前，很多共享单车在使用前均需缴纳数额不等的押
金，多数企业仅通过银行存款账户存管用户押金。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
6 月，共享单车用户规模已经达到 1.06 亿；保守估计，仅
共享单车领域的存量押金规模就近 100亿元。加上共享汽
车及各类物品租赁，整个共享经济领域的存量押金规模大
约在150亿元左右。

专家指出，有的共享单车平台对用户押金、预付资金
账户仅用“存款账户”管理，并未设立“专用账户”。而银
行对存款账户并无第三方监管义务，因此用户的资金安全
根本无法得到保障。单靠共享单车平台企业的自觉性，实
现对押金的监管显然是不现实的。

如此规模巨大的资金，加上近日出现的共享单车企业
倒闭潮和押金被挪用的新闻，共享单车押金的安全性问题
已经成为大众关注的焦点。

对用户来说，押金不是小事，“我把押金交给平台，其
实也就是把信任交给了平台”，这是很多用户的心声。押金
难退甚至无法退回的问题，伤害的是用户对平台的信任，
破坏的是正常的市场秩序。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是给共享
经济涂上了一个污点。

共享经济何处去共享经济何处去

一面是用户押金退款难，一面是企业一笔接一笔的融
资，这些都指向了同一个方向，那就是共享单车市场离不
开资本。

互联网的出现，让许多人一夜之间成为创业者，不管
三七二十一，先下手去抢占一个领域，掀起一点点水花，
融到资再说。一时间，比较企业间融资数额似乎不仅成了
创业界衡量新生企业成功与否的标尺，更是被许多人当成
了检验企业经营水平的标准。

不可否认，没有足够资本的支撑，共享单车企业很难
实现可持续发展，更不必说提供用户需要的产品和服务。
但是，一家目光长远的企业不应该以牺牲用户体验来实现
发展。

共享单车的押金问题，让用户心寒，让社会焦虑。远
离了用户需求的融资，就像漂浮在水面上的一层油渍，没
有良好产品和服务的企业，再怎么想要深入用户，也只是
停留在表面。

共享经济站在“风口”之上，得到了太多资金的青
睐。但是，融得了资金，更要拿出让用户满意的产品，保
证后续服务，这才是一家企业长久发展的资本。用户呼唤
的是真正了解他们需求、并能提供优质服务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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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德马锡·沃里奥：

高歌猛进的女掌门
海外网 崔玉玉

以共享单车为代表的共享经济模式，在推动中国

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国家信

息中心数据显示，初步估算，2017年中国共享经济市

场交易额约为49025亿元，比上年增长47.2%。

在共享经济发展如火如荼的当下，不能少了理智

思考，尤其不能忽视共享经济发展中出现的新挑战。

唯有防范风险，才能实现长久发展。

2018年1月18日，在芬兰罗瓦涅米，商户们为了吸引游客消费，纷纷接入了支付宝服务。在这个
北极小城，这两年，移动支付变得非常发达，游客消费也变得更为便捷。 许康平摄（人民图片）

图为位于昆明
市三市街与金碧路
交叉口的共享单车
临时停放点。新华
社记者 胡 超摄

押金难退难退 共享单车陷共享单车陷““窘境窘境””
本报记者 刘发为

颠覆：传统行业“触网”转型

网上试衣、刷脸进站、手机支付……如今，大数
据、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的逐渐成熟，让
千行百业转型升级有了新路径、新模式。由此带来的制
造、交通、餐饮、服装等传统行业的全面升级，让中国
的数字经济实现迅猛发展，而中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也因互联网的兴盛而取得巨大成就。

中共十九大报告在“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部分，
专门提出要为建设网络强国、交通强国、数字中国、智
慧社会提供有力支撑。这意味着，随着中国互联网的不
断发展，中国各个领域与互联网的结合必然会更加深
入，为整个社会发展进步增添动力。

例如，在医疗领域，中国人工智能技术已经实现
较为广泛的应用。据不完全统计，目前中国涉足人工
智能医疗的企业已达139家。而机器人、云技术、语音
电子病历等新型医疗手段，也开始在部分医疗机构展
开应用。

在制造业领域，国务院于去年年底印发了《关于深
化“互联网+先进制造业”发展工业互联网的指导意
见》，提出到本世纪中叶，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能力、
技术产业体系以及融合应用等全面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综合实力进入世界前列。

“工业互联网作为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深度融
合的新兴产物，正在成为新工业革命的关键支撑和深化

‘互联网+先进制造业’的重要基石，对未来工业经济发
展将产生全方位、深层次、革命性的影响。”工业和信
息化部副部长陈肇雄表示。

升级：生活方式不断转变

如今，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移动互联网市场，
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12月，中国网民规模达7.72亿，互
联网普及率达到 55.8%。巨大的用户市场带动了互联网
领域的各种创新，这些创新正迅速重构每一个中国人的
生活方式，让生活更加精细化、智能化、网络化。

以旅游业为例，如今互联网与传统旅游业的深度融
合发展已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而依托互联网平台，
打造精细化、定制化的服务也成为旅游行业的大趋势。
比如，在电商领域，有一家名为“寺库”的品牌，为了将自
身打造成为“精品生活方式平台”，开始涉足国际旅游，并
与斯里兰卡旅游局达成合作。这一旅游产品不仅仅是

“游”这么简单，而是由其“生活方式团队”走访 100 个生
活在当地的斯里兰卡人，从官方旅游局到当地企业家、建
筑师、艺术家等等，最终根据用户需求为用户提供高度精
细化的旅游产品，呈现最本真最鲜活的斯里兰卡。

中国零售业也发生了巨大变化，让中国人买东西变
得快捷而方便。比如，苏宁和微软合作，打造对话式电子
商务“聊商平台”，沃尔玛与京东战略结盟，开设全球购旗
舰店等。顾客足不出户，就能购买到本市超市里的商品。

而共享单车、支付宝等风行中国的新技术、新模
式，不仅改变了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也让全世界共享中
国互联网的发展成果。

“不管是芬兰航空还是欧洲的两千多家饭馆和商
店，其中包括著名的伦敦哈罗德百货，眼下都可以使用
支付宝支付，而且可以使用的店铺每一天都在增多。”
德国《经理人杂志》这样报道。

发展：智慧中国正在崛起

日前，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发布报告显示，2017
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达27.2万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

（GDP） 比重达到 32.9%。此外，2017 年中国数字经济
领域就业人数达到 1.71 亿人，占当年总就业人数的
22.1%，已成为吸纳就业的重要渠道。这些数字显示，
一个以互联网为基础的智慧中国正在崛起。

同时，网络强国、智慧社会等一系列概念的兴
起，也大大加速了中国社会系统的发展进程。比如，
在智慧交通和智慧治安管理方面，中国位居世界前
列。中国的智慧天眼等系统，对保护中国居民社会安
全起到重要作用，而中国的城市也因此成为世界上最
安全的城市。

此外，中国还依托互联网技术，在智慧城市、电
子政务等方面全面发力。据不完全统计，目前中国已
有 290 个市县区成为国家智慧城市试点。截至去年
底，中国支付宝、微信城市服务平台，政府微信公众
号、微博、手机端应用等信息平台的用户规模已达
2.4 亿，超过总体网民数量的三成。这表明，中国网
民已经广泛、深入地参与到智慧城市和智慧中国的建
设之中。

麦肯锡全球研究院推出的“全球政府相关领域数字
化指数”也指出，中国政府数字化程度在全球排名第
八，超过美国和欧盟。事实表明，崛起中的智慧中国正
积极利用互联网来改善社会治理、促进社会发展，同时
也为推动全球数字化、网络化进程提供中国经验和中国
方案。

中国数字经济规模达27.2万亿元，占GDP比重32.9%

“互联网+”促千行百业转型升级
本报记者 卢泽华

如今，中国人几乎每一个生活细节

都闪动着“互联网+”的身影。手机支付

宝、共享单车、网购等已经成为人们不

可或缺的生活工具。与此同时，制造

业、零售业、旅游业等传统行业，也因

“互联网+”而焕发新的生机。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在医疗、

养老、教育、文化、体育等多领域推进

“互联网+”，同时提出运用“互联网+”

发展新就业形态等。可以预见，互联网

在孕育新兴行业、促进中国各行各业转

型升级方面，仍将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