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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借““证证””生财生财
近期，江苏英才职业

技能鉴定有限责任公司被

指乱发职业资格证书，严

重扰乱技术技能人才评价

市场，引发舆论热议。

“新华视点”记者实地

走访发现，该公司仅有 2

间办公室，20多人办公，却

开发了 1730 个职业资格

考试项目，宣称已发证128

万张。

新华社发 商海春作

察言观社

■李英锋

近期，生态环境部联合最高人民法

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科技部、公安部等

14部门印发《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管理规

定》（以下简称《规定》），以部门规章的形

式对近年来处于探索发展完善阶段的生

态环境损害赔偿政策和法律制度进行了

系统性整合优化，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法典》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规定配套了

实施细则，提升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

度的层级效力。《规定》既明确了生态环

境损害赔偿的基本原则，也明确了赔偿

范围、线索筛查、案件管辖、索赔启动、损

害调查、鉴定评估、索赔磋商、司法确认、

赔偿诉讼、修复效果评估等重点事项以

及责任分工、保障措施，增强了生态环境

损害赔偿制度的权威性、规范性和可操

作性，必将助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工作

以及生态文明建设进入新阶段、跃升到

新水平。

损害生态环境本质上属于一种侵权

行为，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是侵权责任

的一部分。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内，因破坏生态环境而承担赔偿修复责

任的企业或公民等主体并不多，大多数

情况下由民众承受污染后果，由政府善

后埋单。这样的归责结果不符合侵权过

错责任原则，加重了政府负担，违背了社

会公平，也弱化了对环境破坏者的惩戒、

震慑、警示效应，不利于环境保护。尽管

按照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

发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方

案》，自2018年开始，全国试行生态环境

损害赔偿制度，但相关地方和部门在开

展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工作时还存在责任

落实不到位、部门联动不足、程序不规

范、索赔不全面不彻底等问题，让生态环

境损害赔偿制度的执行效果打了折扣。

此次《规定》明确了部门任务分工，压实

了地方党委和政府的责任，并解决了《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与《生态环境损害

赔偿制度改革方案》的衔接问题，理顺了

法律体系，统一了法律口径，规范了工作

程序，为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全面落

地畅通了路径。

“赔多少、怎么赔”是生态环境损害

赔偿制度的核心内容。《规定》明确生态

环境损害赔偿的范围包括清污费用、修

复费用、生态环境修复期间服务功能损

失、生态环境功能永久性损害以及调查、

鉴定评估等合理费用，针对可以修复和

无法修复两种情形明确了赔偿义务人的

修复责任、替代修复责任、赔偿标准，并

提出建立健全全国统一的生态环境损害

鉴定评估技术标准体系。这样，生态环

境损害赔偿工作就有了更具体的依据、

更精准的尺子，就能增强科学性、规范

性、准确性。

“多长时间能赔偿到位”即索赔效

率，同样是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的关

键问题。之前的相关制度并未明确生

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的初步核查时

限，一些部门在办案过程中出现了久

拖不决的问题，影响了办案公信力和

生态环境保护效果。《规定》首次明确

了相关部门初步核查时限为三十天，

从一开始就为办案部门施加了时限压

力，能够倒逼办案部门提高办案效率，

把时限压力传导到生态环境损害赔偿

案件的各个环节。

完善考核机制给地方党委和政府念

了一道紧箍咒。《规定》要求地方党委和

政府建立严考核、硬约束的工作机制，对

重大案件建立台账，排出时间表，加快办

理进度，就给地方拧紧了责任发条，能够

提升地方对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工作的重

视程度，保障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工作的

质量和效果。

《规定》让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

长出了“牙齿”，更加管用好用。期待着

各部门、各地方敢用会用善用“长牙齿”

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法则，守护好美丽

家园。

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守护美丽家园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守护美丽家园

““一鸭难求一鸭难求””表象的背后折射出什么表象的背后折射出什么

城市锐评

背景：
近日，肯德基联合宝可梦经典IP皮

卡丘与可达鸭推出的儿童套餐大火，多

个地方都出现了“一鸭难求”的情况。

原本在肯德基购买59元至109元不等

的指定套餐即可获得随机一款宝可梦

联名玩具，但可达鸭在网上爆红后，不

仅多家肯德基门店玩具断货，二手市场

还出现了“代吃”和炒作价格的现象。

就在今年初，肯德基曾因在套餐中赠送

泡泡玛特联名玩具“DIMOO”，引发消费

者花钱找“代吃”，并因此被中消协点名

批评。此种“饥饿营销”的手段再次引发

热议。

@《北京青年报》：作为知名餐饮企

业，肯德基本应带头执行法律规定，引导

消费者适量点餐、按需下单。然而，无论

是年初的“DIMOO联名款盲盒套餐”，还是

如今的儿童节宝可梦联名套餐，都存在

“饥饿营销”之嫌，容易诱导消费者非理

性消费，从而造成无谓的食品浪费。

@人民财评：搞潮玩联动营销，让网

红玩具成为“流量密码”，商业操作本身

是成功的。但是，商家也应该关注到营

销造成的二手转卖、黄牛代购等乱象。

可以说，商家要算经济账，也得算社会责

任、公共形象的账。从消费者的角度来

说，对网红商品要保持一分冷静，有的热

闹没有必要凑。

@光明网：可达鸭玩具作为快餐食品

的赠品，反因消费者的狂热而变成了“正

品”。一旦消费需求井喷并形成供不应

求的态势，“物以稀为贵”自然派生出诸

多乱象。如今这一现象卷土重来，企业

实施“饥饿营销”的套路固然是“源动

力”，不过，由此折射出的消费理性不足、

跟风现象严重依然是值得关注的话题。

消费者应当认识到，追求新鲜事物是人

之天性，但不必为了满足一时之欲而无

所节制。理性消费就是要做到不跟风、

不盲从，不为虚荣所支配，也不为冲动来

买单。

给数字藏品交易给数字藏品交易
套上监管笼头套上监管笼头

■唐山客

对绝大多数人来说，“数字藏品”是一

个陌生的概念，可在95后甚至00后等年

轻人群体中是一个红得发紫的话题。

炒鞋、炒鞋盒、炒盲盒、元宇宙炒

房……近些年，有关商品或概念的炒

作一浪接着一浪，“炒作市场”从不缺

少素材，从不缺少故事，从不缺少参与

者、投机者，也从不缺少哭声和警钟

声。一拨又一拨的炒客中不乏年轻

人，面对诱惑，兴冲冲地跑步进场，想

分一杯羹，赚点快钱甚至一夜暴富。

可是，当炒作的热浪退却，泡沫破灭，

几人赚钱几人赔？几家欢乐几家愁？

很多人最后都成了击鼓传花游戏的接

盘者，只得吞下了赔钱折本的苦果。

如今，数字藏品炒作似乎又在重

复着“昨天的故事”。所谓数字藏品

（NFT），指向的是非同质化代币，包含

数字图片、音乐、视频、3D模型、数字纪

念品等形式。比如，经典动画片乃至

从动画片中节选的一个图片、明星录

制的音乐视频、数字游戏模型等都可

以成为数字藏品。相关平台往往通过

限量发行以及配套的编号或颁发证书

来保障每一个数字藏品的稀缺性和收

藏价值。然而，这只是一种空洞的形

式上的保障，缺乏市场价值规律的支

撑。也就是说，在当前的炒作语境下，

相关平台的交易规则并没有真正树立

数字藏品的独特、稀缺价值，数字藏品

的概念意义普遍大于价值意义。

而价值是流通的基础，是升值的

前提，是投资收藏的保障。如果数字

藏品稀缺价值的基础不牢，虚而不实，

其流通价值、收藏价值也会大打折

扣。人们购买、收藏、交易数字藏品就

会面临着很大的风险。一些炒客狂热

不理性的心态以及一些平台交易规则

的混乱和火上浇油般的造势误导，会

进一步放大炒数字藏品的风险。炒作

各方合力添柴，可以在短期内制造一

种市场温度很高的假象，推动数字藏

品的价格快速上涨，但当数字藏品交

易到某一不确定的环节，价格达到一

定点位，市场很可能突然断电降温，数

字藏品的价格会暴跌。此时，击鼓传

花式的收藏游戏留下的就是一地鸡

毛，“花”在谁手里，心痛的就是谁。

炒数字藏品有风险，投资需谨

慎。包括在校大学生在内的很多年轻

人热衷跟风炒数字藏品，甚至不惜借

贷投资炒作，很容易掉进“坑”里，付出

惨重的代价。实际上，已经有不少人

因数字藏品栽了跟头。年轻人一定要

记住那些血泪教训，摒弃盲目浮躁的

投资心态。学校、家庭也应加强对年

轻人的关注、教育，引导年轻人树立健

康理性的理财观、投资观，增强风险规

避意识。监管部门则应加强对新市

场、新现象、新问题的研究，针对数字

藏品交易行为尽快探索建立监管规

则，填补监管空白，给数字藏品交易套

上监管笼头，并曝光交易案件和问题，

向社会发布投资风险提示，倒逼相关

交易平台守住法律底线，完善交易规

则，规范交易管理行为，把数字藏品交

易行为导入法治轨道，为投资者、收藏

者营造诚信、透明、有序的交易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