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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年前，在美国提出“物联网”概念 10
年之后，我国才在江苏无锡设立传感网示
范区，开始应用这一技术。尽管起步较
晚，但是仅 8 年时间，中国就在全球率先
实现了窄带物联网大规模商用，其国际标
准由中国企业领衔制定。

物联网产业何以在较短时间内实现
快速赶超，甚至局部实现领跑？刚刚在无
锡闭幕的 2017 世界物联网博览会，展示了
物联网产业广阔的发展前景和巨大的发
展空间，中国物联网产业发展较快的深层
次原因来自于“三大优势”。

一是得益于政府支持力度大，中国物
联网产业实现了局部跨越式发展。科技
创新是“冷板凳”，需要有关政策的不断支
持。中国一直把科技创新摆在突出位置，
在国家层面和示范地区持续推出鼓励和
优惠政策。

二是得益于近 14 亿人的生活和生产
需求，这是我国物联网产业的后发优势所
在。2016 年全球物联网市场规模 700 亿美
元，同比增长 21%，预计 2018 年市场规模
有望超过千亿美元。为此有必要抓住这
一机遇，以物联网应用带动产业发展，进
一步形成竞争优势。

三是得益于人力资源规模大。物联网
产业的全球竞争，说到底是人才的竞争。
全球物联网人才普遍缺乏，拥有更多人力
资源才能快速发展物联网产业；谁网罗更
多的人才，谁就能积蓄更大的发展后劲。

技术进步永无止境，产业发展不进则
退。全球物联网时代正在引领新一轮信
息化发展的大潮，发达国家纷纷进行物联
网战略布局，物联网技术创新空前活跃，
市场竞争异常激烈。在这种情况下，不能
因为取得一个单打冠军就沾沾自喜，更不
能放慢脚步或有歇歇脚的想法。

与此同时，处于起步阶段的中国物联
网产业在芯片等核心技术上存在短板，软
件也是弱项，标准体系有待于完善，因此
要保持警醒，利用“中国优势”，盯紧世界
科技发展前沿，不断突破技术瓶颈，解决
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进一步实现物联网
跨越式发展。 （新华社）

八面来风

大家@说 大一学生醉死酒吧，谁是“罪魁”？
背景：6 月 19 日，广东某 985 大学大一学生王耀栋，在一片“加油”声中死在了一个小酒吧里。

他死于酒精中毒，他连续喝下了 6 杯混合了多种烈酒的“特调鸡尾酒”，总饮酒量 1800 毫升。当时，
酒吧推出了一项“3 分钟内喝掉 6 杯酒消费免单”的活动，和朋友们在一起的王耀栋，在一片喝彩声
中欣然加入了“致命挑战”。

热点评议

别让家庭摄像头成隐私泄露工具
□ 史奉楚

在互联网时代，消费者使用家庭摄像头时，需要尽到合理
的注意义务，设置复杂的密码和口令、及时更新安全软件是
必要之举

（本版言论只代表个人观点）

中国青年报发表杨鑫宇的观点：有人
认为：是酒吧害死了王耀栋，他们不该开
展如此夸张的饮酒免单活动；也有人觉
得：作为一个成年人，王耀栋不自量力，
只能自己承担一切后果；还有人说：王耀
栋的朋友们不够关心他；更有人说：那些
给王耀栋“加油喝彩”的看客让这个不胜
酒力的年轻人下不来台，他们才是事件
真正的元凶。对这种情况，把责任简单
地归咎于某一方，无法还原整个事件的
逻辑。害死王耀栋的凶手，不是哪个具
体的人，而是畸形的酒桌文化。在酒桌

文化的语境里，酒不是用来品鉴、享受
的，而成了一种让人们用自我伤害的方
式来证明“诚意与胆量”的工具。你越是
能喝、越是敢喝，就越能受到“酒桌文化”
的 褒 奖 与 赞 美 。 不 顾 健 康 与 理 智 的 狂
饮，成了“勇气和面子”的象征。王耀栋
身亡的酒吧之所以会推出这种“饮酒免
单”的活动，王耀栋之所以会“自认英勇”
地站出来，周围的人之所以会加油喝彩，
背后都有这种酒桌文化作祟。王耀栋不
是第一个死在酒桌前的人，也不会是最
后一个。只有移风易俗，让社会认清畸

形“酒桌文化”的危害，才能阻止下一个
“王耀栋”走向死亡。

人民网发表小蒋的观点：一名大一学
生，恐怕在不久之前，还在高考的苦海中
挣扎。那个时候，受父母的管束，受习题
的浸泡，恐怕王同学根本没有机会进入
一间酒吧。而在上了大学之后，很多学
生犹如被放出笼子的小鸟，泡吧、玩网
游、谈恋爱成了“主业”。与其说这是一
种“成长”，倒不如说是一种放纵。我们
不知道王耀栋是不是经常去酒吧，但他

的血气方刚，他的意气用事，他禁不住旁
人的起哄，他想靠痛饮释放自我，玩得
high、显得 man、获得 free，最终导致其再
也没能醒来。一个年轻的生命就这样凋
零，既是悲剧，又是警钟。它告诫某些学
子，年轻不是放纵的理由，要自由更要对
自己负责。酒吧搞这种活动以及王耀栋
这种喝法，恐怕也与许多影视剧中的“表
演示范”脱不了干系。前段时间，那部卖
了 56 亿元票房的国产电影中，不是也有
男主角痛饮、与他人斗酒的场景？影视
剧创作者说这是表演艺术，可某些观众
却觉得这基于生活，会将有关场面“套
用”在自己的生活中，这何尝不是一种

“广告效应”？由酒引发的悲剧数不胜
数，但某些人总觉得悲剧与己无关，在争
执他人责任时义愤填膺，却没记住自己
不要贪杯，这才是最要命的。

中学生运动会记
录“ 沉 睡 ”40 年 无 人
破、高中班里引体向
上少有人达标、体育
课长跑改短跑……记
者在多地调查发现，
随着居民生活水平提
高，我国中小学生身
高、体重等身体指标
均有不同程度提升，
但体质下滑引发“好
日子养出弱孩子”的
担忧，被广泛关注。

新 华 社 发
徐骏 作

据媒体报道，9 月 10 日上午，原定一
个小时的中国科学院大学 2017 级新生开
学典礼上，校长丁仲礼院士见天将大雨，
遂压缩既定安排，仪式仅用了两分钟左
右即宣布结束，仪式安排只有升国旗、奏
唱国歌，以及名誉校长白春礼院士讲话，
他的发言短到只有 55 个字。

“越自信越敢简短”“这才是大学的底
蕴”“这是人文关怀的彰显”“最暖开学典
礼”……两分钟的开学典礼非但没有招致
寒酸、简陋的讥诮，相反，却迎来一片热烈、
真诚的掌声，收获一片点赞。有网友说，在
两分钟里看到了“大学该有的样子”。

面对一场大雨，校方随机应变作出调
整，“自信”“底蕴”“人文关怀”等也流淌
出来。

平心而论，在大雨面前，缩短开学典
礼的时间，为教职工和学生的安全考虑，

确实可以称得上“人文关怀”。这是一种
榜样，更是一种应当，倘若让教职工和学
生强顶暴雨在操场听上一两个小时的致
辞，这才是难以理解之事。

见此新闻，网友不吝奉上赞美。校方
临时的细微之举，也能博得赞美如潮，从
某种程度上也体现了社会对大学的期待
之深。公众是多么期望大学可以打破繁
文 缛 节 的“ 套 路 ”，走 向 云 淡 风 轻 的 境
界。大学该承载的是社会最高规格的理
想期待，就像中国科学院大学的校训“博
学笃志、格物明德”。大学该展现的样

子，是典雅与厚重，求真与务实。因此，
即便是一场意外缩短的开学典礼，也被
置于改革语境中，被赋予了大学变革的
期待。

从学生和公众的反应看，人们并没
有觉得两分钟开学典礼“时间太短、留
有遗憾”。相反，两分钟相比 1 小时，舆
论效果甚至更好。用常理不难推断，倘
若举办 1 小时的开学典礼，除了学校官
方网站，大概是不会在舆论场域中留下
多少痕迹的。这是否也是一种启发？其
实，开学典礼的时间长短并不重要，情

感温度才更为可贵。这也足以启发各高
校，或许有很多习焉不察的事情，其实
都 有 相 当 大 的 改 革 空 间 ，都 可 以 置 于

“高校改革”的大背景下，加以重新梳理
与斟酌。

网友为一场两分钟的开学典礼点赞，
对高校来说，是鼓励也是鞭策。大学该
呈现什么样子，在公众看来，即使是缩短
了典礼的时间，也足够让人惊喜。那么，
还有多少改革足以让公众感慨“这才是
大学的底蕴”，相信广大教育工作者能够
梳理清楚。 （《光明日报》）

机器人法官断案
你放心吗？
□ 刘琛

“如果离婚，小孩子的抚养权会判给
谁？”面对当事人的咨询，四川崇州市法院
的机器人“小崇”在与当事人进行几轮问
答后，很快就给出了一份“孩子抚养权评
估结果”。它的答案，与法官判决基本一
致。有媒体调查显示，全国至少已经有半
数以上省份的法院引入了人工智能，它们
正逐渐参与法官办案的流程。

提高案件解决的效率，可以说是机器
人进军法律审判领域的直接动因。比如，
江苏苏州法院的“智能平台”应用 5 分钟就
可以生成一份法律文书，给法官判案提供
有效的参考。效率有了保障，公平断案对

“铁面无私”的机器人来说也不在话下。在
现实案件审理中，往往会出现“类案不同
判”的问题，而机器人不受主观情感影响，
只是依据相关法律条文，更能做到“一视同
仁”。同时，人工智能审判系统还可以根据
大数据对判决过的案件进行综合分析，进
而对相关案件给出最接近法律条文的判决
建议，防止人工疏忽导致的冤假错案。

那么，机器人能不能成为合格的法官
呢？现在说还为时尚早，或者说法官并
没有那么好做。正如很多著名的法官多
是上了一定年纪、有一定阅历的人，他们
不仅读万卷书，还积累了足够多的知识
和经验，以便去判断那些随时出现的未
知事物。再者，司法办案不仅仅是一个
相关法律条文积累、筛选的过程，还需要
法官大量的说理和逻辑来推动审判。所
以，以目前的技术水平，年纪轻轻的机器
人只能是老老实实地在人的引导下做好
辅助工作，成为合格的法官还“路漫漫其
修远兮”。

（《广州日报》）

普通摄像头信息一个卖 5 元，对着床
的一个卖 10 元，有激情画面的一个可以
卖 20 元。原本用来看护家里老人孩子或
用于防盗的摄像头，竟然被不法分子用
于“窥私”在网上公开叫卖。近日，北京、
浙江等警方接连破获黑客非法入侵居民
家用摄像头案件。记者调查了解到，目
前，我国的家用摄像头保有量为 4000 万
至 5000 万 个 ，其 中 一 些 存 在 被 攻 击 风
险。在一些 QQ 群和百度贴吧，有人公然
售卖破解摄像头软件，分享他人家庭私
密影像（9 月 13 日新华网）。

随着智能手机等互联网工具的广泛
应用，价格实惠的摄像头也被一些人连
接到手机上，用于看护家人或者防盗。
但一些摄像头在传输数据时却可能被不
法分子侵入，导致隐私被泄露，甚至因此
危及用户人身财产安全。对此，既需要
消费者提高防范意识，做好防范措施，更
需要提供摄像头及数据传输服务的商家
强化技术防控措施，确保正常使用家庭
摄 像 头 的 消 费 者 成 为 智 能 产 品 的 受 益
者，而非隐私被随意泄露和窥视的受害
者。

隐私权主要指自然人享有的私人生
活安宁与个人信息秘密依法受到保护，
不被他人非法侵扰、知悉、收集、利用和
公开的权利。在现代国家，隐私权是公
民享有的基本人格权利，应该受到尊重
和严格保护。而家庭摄像头所摄录或收
集的使用者家庭内部情况、人员活动内
容无疑属于使用者不愿被他人知晓的个
人隐私。

为保护个人隐私不被侵犯，无论是民
法、治安管理处罚法还是刑法，均明确了
侵犯个人隐私的法律责任。侵犯他人隐
私者，既需要赔偿损失，又可能被处以罚
款或者治安拘留，还可能被判处刑罚。
如根据刑法规定，非法获取、出售或者提
供行踪轨迹信息、通信内容、征信信息、
财产信息 50 条以上的，即可构成非法获
取公民个人信息罪或者非法侵入计算机

信息系统罪。因此，相关部门有必要综
合运用多种打击措施，如可根据微信群
或者 QQ 群中出售破解软件、隐私视频的
信息顺藤摸瓜，倒查始作俑者。

但要知道，个人隐私一旦被泄露，就
不可能再恢复到之前的隐秘状态。如受
害者家中的状况被他人散布到网络或者

“直播”后，就可能被围观、下载、存储。
即便责任人被查获、被追责，损害是不可
逆转的。因此，商家更应做好防范措施，
提升产品和传输服务的安全性能，筑牢
网络安全防火墙。这既是网络安全法赋
予的法定义务，又是其保障消费者权益
的应尽职责。

按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商家应该为
购买使用家庭智能摄像头的消费者提供
安全的终端软件和数据传输服务，确保
消费者隐私不被泄露，否则也应承担民

事赔偿责任。需要注意的是，如果网络
服务提供者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
务，经监管部门责令采取改正措施而拒
不改正，导致用户信息被泄露造成严重
后果的，也可能构成犯罪。而据报道，很
多家用摄像头存在未加密数据传输、可
横向控制、未对客户端进行安全加固、代
码逻辑设计缺陷等安全风险。这让黑客
很容易破解系统，让家用摄像头成为被
他人操控的“肉鸡”，使用者的隐私在不
知不觉中就会被泄露和散布。

在互联网时代，消费者使用家庭摄像
头时，需要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设置复
杂的密码和口令、及时更新安全软件是
必要之举。商家则应尽到更高、更强的
安全保障义务，全面提升产品和服务的
安全水平。监管部门也有必要牵头制定
数据传输加密、终端维护方面的强制性
标准，避免因产品本身的问题导致家庭
摄像头一攻就破。只有堵住泄露隐私的
黑洞，才能让人们真正享受到科技进步
带来的红利，而非成为家庭摄像头下的

“裸奔者”。
（《法制日报》）

近年来，电信诈骗案件一直层出不
穷。去年年底，各大移动支付平台相继推
出延迟到账服务，似乎为避免遭遇电信诈
骗提供了一份“后悔药”。近日，有读者向
媒体反映称，自己虽然选择了延迟到账，
但依然未能避免被骗。记者体验发现，在
一些支付平台，所谓延迟到账功能，并不
能实现撤销交易，一旦被骗选择转账，钱
款依然会进入对方账户，只是延迟一段时
间而已。（9 月 13 日《北京青年报》）

延迟到账是为了给转账人设置“冷静
期”“后悔期”，倘若在一定时间内发现问
题，通过撤销转账以避免被骗。可到账是
延迟了，却不能及时撤销转账，这无疑架
空了“延迟到账”的制度初衷。就这点来
看，不能及时撤销转账的延迟到账制度，
当然需要及时改进。但如何补上这个显
而易见的漏洞，需要合力推进。

必须承认，在现有规定之下，移动支
付平台未设置及时撤销的程序并不算违
规。去年 9 月相关部门发布的转账新规
中，要求自当年的 12 月起，银行和支付机
构提供转账服务应当向存款人提供实时
到账、普通到账、次日到账等多种转账方
式选择。但对于设置撤销转账的补救措
施，在规定中只是明确了“个人通过自助
柜员机转账”这一种类型，而对移动支付
并未提出明确要求。而之所以未对移动
支付明确作出“撤销转账”的要求，恐怕并
非是管理部门的一时疏忽。一方面，移动
支付平台毕竟不同于银行机构，能否及时
撤销转账，或涉及背后相关操作的权限问
题，并非支付平台就能够单方面实施；另
一方面，其实不少人已经想到，那就是转
账可以及时撤销，是否也会衍生出新的骗
局？

但 是 否 就 意 味 着 这 种 做 法 足 够 合
理？答案显然不是。应该看到，随着网络
支付的普及，对于骗局的防范，也理应把
移动支付作为重点，任由不能撤销转账的
漏洞存在，已然是不负责的表现，也无异
于是对骗局的纵容。所以，延迟转账的漏
洞需要补，关键是怎么补。比如，相关部
门和支付平台首先理应对这种漏洞采取
正视的态度，从规定层面对支付平台也提
出统一要求；其次，在相关操作权限的问
题上，管理部门、银行与支付平台之间应
建立起常规性的协作机制，避免仅仅因为
撤销权限的问题，而掣肘移动支付的安全
保障。再者，对于可能出现的骗局，也应
该有对应的预防制度设计。

银行柜台转账也好，移动支付也罢，骗
子不会因为渠道不同就放弃对骗术的钻
营。那么相应的，在防骗上也理应统一口
径，对于明显可见的安全漏洞，所有平台
都应该无区别对待。“延迟到账”制度实施
不到一年，支付平台未见“撤销转账”功能
这一问题被提出，其实是来自现实的反馈，
未尝不是制度完善的一次契机，关键是相
关主体都应有所正视。 （《燕赵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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