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谨防抖音“危险视频”成教唆犯

　　抖音 APP 自从上架以
来，就被很多男女老少追
捧，但是在该平台上，一
些涉及危险、整蛊的视频
也不在少数。而据报道，
用户模仿抖音视频内容受
伤的新闻今年已发生几起。
其中最令人揪心的是今年
3月份，武汉一个爸爸抓
住两岁女儿向上翻转 180
度时失手，孩子头部着地，
致脊髓严重受损，上半身
已不能动。尤其是，8岁
男童模仿抖音“胶带粘门”
致 6岁弟弟受伤事件发生
后，抖音停止推荐所有“胶
带”类视频，4月份上线
了风险提示系统等。
　　不过，据记者体验发
现，这样的风险提示并没
有起到应有作用。一些危
险视频中仍旧没有标注相

关提示。毋庸置疑，抖音
若对这些“危险视频”提
示不足和整治不力，极容
易使其泛滥，一旦这样的
视频被更多受众模仿，所
带来的隐患是巨大的，尤
其是对模仿能力强的未成
年人而言，更是直接的戕
害，或成为社会不稳定因
素之一。
　　遵规守矩是短视频平
台一路向好的根本，这也
就意味着，短视频平台作
为网络服务提供者，须对
视频进行严格审核，不能
将违反法律法规、触及社
会底线的视频进行热门推
送。这样的道理不难理解，
而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平
台既能够知其害更须避其
害。因此，短视频平台不
能只顾眼前的经济利益，

更须履行好社会责任。
　　让危险视频下架，加
强对视频平台的监管不容
缺失。今年 4月以来，国
家广播电视总局会同属地
管理部门约谈、整改、下
架等一套“组合拳”，给
一路狂飙的短视频行业踩
下了“急刹车”。其实，
这样的强力监管，对视频
平台并非是坏事。实践也
证明，短视频领域的全面
整改，实则不失为市场除
弊的一剂良方。也唯有在
强力监管护驾下，视频平
台才会一路向好。
　　让未成年避免“危险
视频”的伤害，家校和家
长也应共同努力。比如，
于学校而言，应做好互联
网媒介素养教育，使学生
正确使用网络，规避其中

有害的东西；于家长而言，
应注意把控好孩子的上网
时间，既要谨防其沉溺于
网络游戏，更应避免孩子
因模仿危险视频等给自身
带来的伤害。
　　诚如媒体分析，在行
业监管力度收紧、短视频
内容规模化的大背景下，
“品质升级”将成为平台
竞争的关键所在。因此，
作为短视频平台，应该在
提升平台内容品质、精细
化应用内容技术上多下功
夫。对违法违规的东西理
应说不并依法下架，也唯
有依法依规在内容上精益
求精，才有长足发展的根
本，背离此未尝不是自寻
死路。

　　航旅类 APP 航旅纵横因最近上线的“虚
拟客舱”功能引发争议。通过这个功能 , 用
户可以查看同舱乘客的历史飞行地点及频率
等信息 , 还可以与同客舱的乘客进行私聊。
有网友担心 , 此功能存在隐私泄露风险。有
专家认为 , 目前越来越多的功能性软件增加
了社交功能 , 但捆绑的个人信息也会给用户
带来安全隐患 , 运营商在开发相关类似功能
时需更加谨慎 (《北京青年报》)。　　
　　航旅类 APP 的虚拟客舱功能引发争议 ,
一个核心的问题是此功能存在隐私泄露的风
险 , 这的确令人关注 , 因为这一软件可以查看
同舱乘客的姓名、性别、职业以及历史飞行
记录等敏感信息 , 而且这些信息并不是用户
授权他人查看的 , 那么商家利用经营之便所
获得的信息 , 就可能因此形成不可控的泄露 ,
毫无疑问 , 这违背了客户的意愿 , 也会构成侵
权。　　
　　更关键的是 , 这样的社交功能 , 与诸如
QQ、微信一类的平台不同 , 所谓的私聊带有
很强的针对性 , 不排除带有特殊目的的社交
冲动 , 同时 , 这种基于选座的透明社交 , 都会
让一些客户面临被选择的被动社交境地 , 对
客户构成骚扰甚至安全隐患 , 违背了社交平
等、自由、互动的基本原则。　　
　　类似的软件如顺风车的社交功能 , 因前
不久发生的空姐遇害案而饱受诟病 , 最终被
迫下线 , 可谓前车之鉴。由此可见 , 这样的社
交功能可能会对用户隐私权和安宁权构成损
害 , 应当引起足够警惕。　　
　　越来越多的应用软件增加了社交功能 ,
从软件设计和运营来说是为了增加用户的黏
性 , 初衷可能是好的 , 但只考虑到利的一面 ,
没有考虑到此功能泄露了一些用户信息 , 会
给用户带来隐藏的安全隐患 , 显然这是一柄
相当锋利的双刃剑。事实上 , 从基本的功能
看 , 社交功能其实是多余的 , 比如航空公司选
座选的是座位而不是邻居 , 更非旅行过程中
的伙伴 , 由此发生的社交对乘客来说 , 其影响
必然是弊大于利 , 而泄露用户隐私、给无心
社交的客户造成困扰更是得不偿失。从长远
看 , 任何服务都必须以人为本 , 尊重用户、保
证用户的权益不受侵害 , 让用户便利、安心 ,
这才是增加用户黏性的根本之道。　　
　　从这个角度看 , 商家需要理性 , 不能掉入
凡 APP 即社交的误区 , 盲目跟从潮流 , 避免
绑架用户隐私权、安宁权 , 给服务画蛇添足 ,
让软件归软件 , 社交归社交。当然 , 仅靠商家
的自律还是远远不够的 , 也需要有关方面从
公民信息安全、公民网络生活权利保障等角
度 , 进一步厘清网络服务中商家、平台与用
户之间的权利界限 , 设置必要而清晰的红线 ,
让软件功能的开发与应用得到有效约束 , 避
免其泛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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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社交功能须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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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头条，找华早

　　家庭过期药品已被明
确列入《国家危险废物名
录》, 然而 , 记者近日调
查发现 , 长期以来 , 过期
药品并没有被专门回收和
处理 , 隐藏着极大的环
境污染风险 (《经济参考
报》)。 
　　一直以来 , 过期药面
临无人回收、无处回收、
难以回收的尴尬局面。在
笔者看来 , 过期药回收难
无非有两个因素 , 一是来
源分散、数量多 , 二是缺
乏回收长效机制。 
　　随着公众健康意识
的提高 , 我国大多数家
庭都备有小药箱 , 其中都
或多或少有过期药存在。
据统计 , 我国一年产生的
过期药品约 1.5 万吨。然
而 , 有处置习惯的居民少
之又少。数据显示 , 在
过期药的处理上 ,83.33%
的人扔到了生活垃圾箱
里 ,13.89% 的人放在那里
不管。 
　　这些被随意丢弃的过
期药极有可能对水源、土
壤等造成污染和危害 , 甚
至会被一些不法分子盯
上 , 并把过期药“翻新加
工”重新上市 , 销售至乡

下 , 后果不堪设想。有国
家药监部门的一份数据显
示 , 目前农村市场上 2/3
的过期药 , 都是从家庭小
药箱流出的。
　　2017 年 , 北京市门头
沟区就查处了一起倒卖“回
收药”案件。嫌疑人李某
在不到半年时间里 , 非法
收购、转售药品涉案金额
高达 20 万元。　　　
　　过期药的危害毋庸置
疑 , 但长时间为何悬而未
解 ? 据笔者了解 , 我国早
已把过期药回收提上日
程 ,2016 年《国家危险废
物名录》将家庭过期药品
作为重要环境污染源列入
其中。刑法也有规定 , 未
经许可经营法律、行政法
规规定的专营、专卖物品
或者其他限制买卖的物品
的 , 扰乱市场秩序 , 最高
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此
外 , 旧药半价换新药、给
药店发放补贴等做法 , 也
在一些地方得以试行。
　　表面来看 , 只要多投
放回收点、提高群众回收
意识 , 过期药回收就不再
“难”。但据网上调查问
卷显示 , 多数居民将过期
药扔进垃圾箱实属无奈之

选。多数情况下 , 小区里
要么是无回收点或大多尘
封已久 , 无处可送 ; 要么
有回收无处置 , 处理过期
药变成了“居民的事”,
顿时削减了居民热情。 
　　那么,回收点的投放、
维修、处置究竟由谁来管?
据笔者查询 , 参照国际惯
例 , 我国对家庭日常生活
产生的废药品及其包装
物 , 目前实行了豁免管理
制度。也就是说 , 家庭过
期药品基本上是不用按危
险废物进行管理的。另一
方面 , 现行的《药品管理
法》中没有规范公民处理
家庭废弃药品的行为 , 也
没有赋予药店和生产企业
回收过期药品的责任。 
　　在我国基本还没采取
分类收集的现实语境下 ,
这或许是基于家庭过期药
回收机制不健全考量作出
的豁免规定。可从过期药
的危害后果看 , 这种豁免
规定只能是权宜之计。只
要过期药回收不属于法定
职责 , 没有明确的责任主
体和统一的流程 , 再好的
短期举措 , 也可能遭遇不
受待见的尴尬局面。 
　　可见 , 过期药如何回

收 , 不是难在群众回收意
识的提高 , 关键是难在完
善相关法规建立回收长效
机制。由谁负责牵头 , 怎
么转运 , 到哪里销毁 , 随
意扔弃该如何处理、责任
单位不作为怎么问责、过
期药知识宣传教育如何组
织实施等 , 都需明确的规
定。 
　　从国外的经验来看 ,
英国主要是由家庭将过期
药品放入印有专属标志的
垃圾袋中 , 乱扔进垃圾袋
会被纳入失信名单 ; 德国
将过期药回收利用纳入市
场经济轨道 ; 澳大利亚联
邦政府与卫生部出资免费
回收 , 过期药品密封后焚
毁。或依托于厂家直接上
门回收 , 或由药店有偿回
收 , 但无论哪一种模式 ,
都必须将过期药品回收纳
入法治化规范化轨道。 
　　除此之外 , 过期药回
收仍需执法机关等多部门
的配合 , 采取更加有力举
措取缔药贩子违法犯罪。
只有实行全天候和全地域
监管 , 并根据药贩子的应
变手段及时调整打击监管
方式 , 方能形成严密的监
管网络给犯罪分子以震慑。 

建立长效机制 , 破解过期药回收难
文 /邓海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