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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利用算法进行AI招聘已成

为职场中的一大新热点，如何规避AI算

法可能带来的歧视问题成为保障就业公

平面临的一个新问题。近日，在上海市政

协的一场重点提案督办专题调研暨办理

推进会上，监管部门、行业专家以及业内

人士表示，防范AI就业歧视，需要加强对

算法滥用的监管、强化技术手段，多方面

共同努力消除隐藏在算法背后的歧视。

当前，我国互联网招聘平台快速发

展。数据显示，一些头部平台累计服务求

职者已超过1亿人次，求职有效简历数超

过1.5亿份，认证企业接近1000万家。利

用人工智能技术进行简历筛选和人力资源

开发正成为招聘领域的发展趋势，多家招

聘平台纷纷探索通过AI算法为数据赋能。

与传统人力招聘相比，AI招聘可以

大大提升人力资源开发效能，更好地对

应聘者能力与岗位需求进行匹配。不

过，任何技术都是一把双刃剑。从理论

上讲，AI招聘可以避免人为因素干扰，

更加公平公正;但在实际操作中，倘若算

法设置不够科学，反而会在客观上造成

“算法歧视”，影响就业公平。更有甚者，

一些人可以通过编辑算法，将对求职者

的偏见和歧视巧妙地植入AI招聘中，从

而逃避就业歧视责任，让系统背锅。

这种担心并非多余。事实上，在人

工智能发展历程中，“性别歧视”已经不

是一个新词。2014年，美国亚马逊公司

开发了用于简历筛选的人工智能程序。

结果发现该系统存在“性别歧视”，通常

将男性的简历视为更合适的候选人。最

终，亚马逊解散了该开发团队，弃用了这

个模型。事后发现，该系统选取了10年

间的5万个简历，对涉及的关键词按重

要程度进行排序。这些简历中大部分求

职者均为男性，导致AI误以为没有这类

关键词的女性简历不那么重要。

避免AI招聘夹带就业歧视，首先要

强化技术手段，确保算法公正。近年来，

国家网信办等部门出台了《互联网信息

服务算法推荐管理规定》《关于加强互联

网信息服务算法综合治理的指导意见》

等文件，持续开展企业算法排查整治专

项行动。如《关于加强互联网信息服务

算法综合治理的指导意见》要求，建立算

法备案制度，梳理算法备案基本情况，健

全算法分级分类体系，明确算法备案范

围，有序开展备案工作；组织建立专业技

术评估队伍，深入分析算法机制机理，评

估算法设计、部署和使用等应用环节的

缺陷和漏洞，研判算法应用产生的意识

形态、社会公平、道德伦理等安全风险，

提出针对性应对措施。

有关部门应尽快构建算法安全风险

监测、算法安全评估、科技伦理审查、算

法备案管理和涉算法违法违规行为处置

等多维一体的监管体系，进一步规范算

法生态，确保导向正确、公平公正。

与此同时，要加强执法监管，提高违

法成本。AI招聘歧视具有一定隐蔽性，

有关部门必须加强监管，打消一些企业

的侥幸心理。前不久美国首起AI招聘

歧视案中，我国在线教育机构麦奇教育

科技与美国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达成和

解。麦奇教育科技因招聘软件算法会自

动拒绝55岁以上的女性和60岁以上的

男性求职者，被判赔36.5万美元，用于

补偿被拒的应聘者。反观国内，有关部

门也应加大线上执法检查力度，对于涉

嫌就业歧视的企业依法予以处罚，营造

风清气正的AI招聘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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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近日，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发出公

告，决定取消乌兰县金子海风景区、星星

海生态旅游景区等11家A级旅游景区质

量等级。同日，青海发布公告确定省内

38家旅游景区为国家A级旅游景区。据

悉，青海省被取消质量等级的11家A级

旅游景区存在诸多问题，不但严重违反

了旅游业的相关规定，而且严重损害了

旅游者的消费权益。

@叶金福：这11家A级旅游景区质量

等级被取消，无疑具有现实的警示意义：

尽管旅游业在当前形势下被寄予厚望，

但绝对不可以滥竽充数，以劣质的产品

和野蛮服务冲击市场，侵害消费者权

益。对不达标的星级景区处以重罚，既

是对这11家景区的一种严惩和震慑，更

是对其他旅游景区的警示。各地景区须

以此为戒，自我警醒反思，仔细查找服务

和管理中存在的短板和漏洞，切实整顿

和提高，为旅游者提供名副其实、安全优

质的服务。

@丁家发：景区质量等级不是终身

制，这相当于在景区头上悬了一把利剑，

倒逼其努力维护来之不易的身份和地

位，加强对各种乱象的治理和整改，不

断提升景区生态环境和服务质量水

平。如此，不仅能吸引更多的游客前来

游玩，也会提升景区的经济效益，进而

推动地方文旅产业的发展。“金字招牌”

来之不易，希望更多景区为在服务和品

质等方面“争上游”而努力，而不是躺在

现有的成绩上睡觉，或是为了短期利益

自毁前程。

@左崇年：取消景区质量等级不能取

消应有的管理和服务。一方面，要向被

取消质量等级的景区讲清楚重新评定的

标准是什么，何种情况下能够重新评

定，以及需要怎样的程序。另一方面，

要为景区提出建设性意见与系统化指

导，帮助景区认识到问题所在，有针对

性地加以改进、提升。旅游景区质量等

级不搞终身制是个好举措。期待更多

地方能够借鉴这样的思路和做法，通过

动态跟踪、实时监管，让一个个景区在管

理更好、服务更优上持续下功夫，推动旅

游业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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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英锋

治理商品过度包装，监管部门在行

动。临近中秋、国庆双节，多地市场监

管部门瞄准月饼、茶叶等重点食品积

极开展过度包装检查治理行动，既矫

正了违“标”违法行为，阻断了一部分

过度包装商品的流通渠道，也宣传了

国家标准和法律知识，给商家、生产企

业及消费者上了一堂有关绿色消费的

法治教育课，收获了良好的市场和社

会效果。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新修订发

布的新国标《限制商品过度包装要求

食品和化妆品》已于9月1日起实施。

近期，多地市场监管部门开展的过度包

装检查治理行动,正是新国标实施后采

取的第一轮集中执法行动。比之以前

的版本，新国标对包装空隙率、包装层

数、包装成本等都提出了更明确、更严

格的要求。比如，将月饼和粽子的包装

层数从最多不超过4层减少为最多不

超过3层；对销售价格在百元以上的月

饼和粽子，将包装成本占销售价格的比

例从20%调减为15%；把贵金属和红木

材料列入包材禁用名单；新增混装要

求，规定月饼不应与其他产品混装，粽

子不应与超过其价格的其他产品混装，

单独明确了粽子、月饼的商品必要空间

系数。新国标聚焦市场上易出现的商

品过度包装问题，给出了更具针对性、

更全面、更严格、可操作性和制约力更

强的“药方”，给监管部门提供了更科

学、更清晰的依据和指南。

市场监管部门针对发现的商品过

度包装问题，均走了责令改正程序，要

求商家下架过度包装的商品或将其退

回生产企业，既体现了执法的柔性，也

守住了法律底线，达到了执法目的，能

对过度包装商品的产业链产生警示、教

育、规范的作用。

治理商品过度包装既需要阶段性

的重点监管措施，也需要强化常态长效

的监管责任；既需要监管部门的履职尽

责，也需要生产经营者的自律和消费者

等群体的监督。生产经营者应认识到

过度包装的危害，增强底线意识，对照

法律和国标承担好遏制过度包装的第

一责任，规范包装行为，并转变经营理

念，在商品的内在品质提升和包装材质

创新上多下功夫，多使用绿色包材，降

低包装成本，既提升产品竞争力，也让

消费者得到真正实惠。

消费者则应摒弃面子思维，把消费

体验的重点放到商品的里子上，积极抵

制过度包装行为，发现涉嫌过度包装问

题及时向监管部门或消协投诉举报。

市场监管部门、消协等除了进一步健全

监督机制，加大监督检查的力度，拓宽

监督覆盖面，强化监督的震慑力、制约

力，还要顺应消费者的需求，全面开展

普法普标宣传行动，让消费者了解国标

的基本要求，掌握查验、估算、判断过度

包装问题的基本方法，引导消费者远离

过度包装商品。

只有各方不断凝聚共识，形成责任

合力，建立治理商品过度包装的长效对

标机制，才能把国标落到实处，让国标

成为制约过度包装的“紧箍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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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骗局”

随着年轻人对“云算命”的热

衷，网络上出现了大量从事此类

业务的商家，他们假借“算命先

生”“国学讲堂”“心理咨询”“测运

势”等名号，以网站、APP、公众号

甚至朋友圈为媒介吸引用户。

“云算命”不仅是一种传播封

建迷信的行为，更是一种网络电

信诈骗。从网友、经营者到网络

平台，对此都必须有清晰认知，从

上到下一起努力，铲除“云算命”

的生存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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