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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分半钟破解人脸识别门禁，彩色打印人脸照片10秒钟解锁手机……在日

前举行的某安全极客大赛上，黑客们短短几分钟甚至几秒钟就能轻松攻破人脸识

别、虹膜识别、指纹识别等生物识别系统，引发了人们对生物识别技术可能潜藏

安全风险的关注。近年来，因个人信息泄漏导致的诈骗事件不时见诸报端，如果

人脸识别技术在应用中存在漏洞，也可能会成为不法之徒骗取钱财的工具。对

此，除了加强技术升级，也需要有关方面未雨绸缪，出台专门的监管办法和技术

标准，加大对破取人脸识别等相关技术犯罪活动的打击力度，切实保护好公民的

个人隐私和财产安全。 （时 锋）

担 忧担 忧

徐徐 骏骏作作 （（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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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 2018年国考、研究生考试还有一个多月，不少
商家推出有偿“学习监督”服务。“学习监督”即买家支
付给商家 3 元至 25 元不等的费用，请“监督员”监督买
家学习，如果未完成当天计划，将被罚款。

@陈喜静：不提倡，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学习方法，靠他

人监督还是不够，主观能动性是最重要的学习动力。

@看世界：学习是学习者自己的事情，自己有动力就

无需别人监督，自己没有动力却让别人监督或者花钱让别

人监督的做法，有点自欺欺人。

@长城语：有偿“学习监督”，有点类似于“惩罚性消费”。

日前，新修订的《广东省老年人权益保障条例》正式
施行。该条例禁止强行索取、克扣老年人财物，明确老年
人有权拒绝“啃老”，禁止老年人子女或者其他亲属侵
占、擅自处分老年人的合法权益，侵害老年人财产权
益，构成犯罪的，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聂耀文：老年人最需要的是孝心。千万不要说“工

作忙没时间”，因为其他事情等得起，敬老爱老等不起。

@王宗征：制定法规很有必要，但还要把相关法规

宣传和落实到位，让这些法规深入人心。

商家推有偿商家推有偿““学习监督学习监督””

广东明确老人可拒绝广东明确老人可拒绝““啃老啃老””

将电子竞技视为将电子竞技视为““运动运动””

近日,在瑞士洛桑举行的国际奥委会第六届峰会同意
将电子竞技视为一项“运动”。国际奥委会官网声明：“电子
竞技”增长势头强劲，可为奥林匹克运动提供平台。

@fiserill：需区分电子竞技与游戏的不同，也要规范电

子竞技的各项制度。只有这样，电子竞技才会被更多人所认

可和接受。

@白鹭：“打游戏”原本是考验智慧的一种方式，应该是

正经事，只是人们一方面站在“不务正业”的角度去看待，另

一方面有人过于沉迷这个不属于自己的特长。

（胡达闻整理）

以公平竞争增强市场主体活力
林火灿

只有构建公平高效的市场竞争环境，有效克服市场价格和行为扭曲，才能充分调动各类市

场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进一步增强经济的创新力和竞争力。构建公平竞争的市场体系，必

须尊重市场经济规律，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同时企业也要进一步增强法制观念

中俄中小企业合作迎来新机遇
欧 诣

开展中小企业合作，在中

俄两国具有坚实的政策保障和

现实基础。相信两国中小企业

能够在此前合作的良好基础

上，抓住中俄发展战略对接和

数字经济发展的时代机遇，更

加积极地开展电子商务、大数

据、物联网、智慧城市合作，

更多发挥创新能动性，实现共

赢的同时，为两国大企业、大

项目合作提供更加便利的物

流、运输等配套服务，为中俄

各自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增

添新动力

海水淡化技术亟待创新
李佳霖

立法保护特色小吃不“多余”
张智全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全面实施市

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清理废除妨碍统

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和做法，

支持民营企业发展，激发各类市场主体

活力。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国

家发展改革委等五部门近日联合发文，

明确要求政策制定机关在制定市场准

入、产业发展等政策措施时，应当实行公

平竞争审查，评估对市场竞争的影响，防

止排除、限制市场竞争。

公平竞争是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

是市场机制高效运行的重要基础。改革

开放以来，我国始终坚持深化经济体制

改革，加速构建全国统一市场，逐步建

立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为各类市场主

体创造了良好的发展环境。不过，在一

些地区和行业，仍然存在一些政策措施

没有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对应当

由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领域进行不当

干预。比如，设定歧视性标准、限制

商品要素流动、实施地方保护和区域

封锁；指定交易和不当干预经营者生

产经营，导致行业壁垒、企业垄断；

违法给予优惠政策或不当减损市场主

体利益等。

这些有损市场公平的做法，看似维

护了部分市场主体的利益，为其发展壮

大营造了宽松的市场环境。事实上，缺

乏充分竞争的市场环境往往会导致企业

缺乏动力，效率低下，在某种程度上也

会减少社会财富的创造。一些企业更是

仰仗行政权力的庇护，借着行政权力筑

起的垄断藩篱，挤压其他市场主体的发

展空间，最终不仅损害了消费者的利

益 ， 也 将 使 自 己 加 速 丧 失 竞 争 力 和

活力。

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

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

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

期。在这一时期，无论是培育新动能，

还是改造提升传统动能，都需要充分激

发市场主体活力、提升市场主体的竞争

力。同时，培育市场主体的活力与竞争

力，靠的就是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只

有构建公平高效的市场竞争环境，有效

克服市场价格和行为扭曲，才能充分调

动各类市场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进

一步增强经济的创新力和竞争力。

总的来看，要构建公平竞争的市场

体系，必须尊重市场经济规律，处理好

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着力转变政府职

能，最大限度减少对微观经济的干预，

该由市场发挥作用的尽快放权给市场，

该由政府发挥作用的则要加强到位，避

免政府职能越位、缺位和错位。要以制

度保障经济自由、自主产权和生产要素

充分流动，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

等使用生产要素，促进和保护市场主体

公平竞争，保障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

作用得到充分发挥。要履行好监管责

任，实现权力和责任同步下放、调控和

监管同步到位，特别是要加强执法监

督，着力打破地区封锁和行业垄断，清

除 市 场 壁 垒 ， 促 进 商 品 和 要 素 自 由

流动。

对企业而言，则要进一步增强法制

观念，懂法、守法，积极参与构建公平

的市场竞争秩序。要增强危机意识，不

能对长期躺在市场垄断的温床上抱有幻

想，“千方百计”地排斥竞争对手。要

多一些包容与合作的精神，在竞争与合

作中拓展更广阔的市场空间。

前不久，中俄总理第二十二次定期

会晤在北京成功举行。作为统筹协调两

国务实合作的最高级别机制，在这次会

晤中，双方就深化中俄各领域、全方位

合作达成了一系列重要共识。其中，除

传统合作领域外，习近平主席在会见梅

德韦杰夫总理时特别指出，要将大数

据、物联网、智慧城市等数字经济领域

作为新的合作增长点；中俄双方都强调

要利用好中小企业“小而活”的优势，

支持中俄中小企业开辟合作新领域，为

两国务实合作挂上“创新”加速挡。数

字经济、中小企业合作这些关键词令人

眼前一亮，成为双方合作的新看点。

中小企业合作已不是首次出现在两

国高层会晤议题中。一年前的中俄总理

第二十一次定期会晤期间，两国总理提

出了加强中小企业合作这一新任务。一

年后的今天，中小企业合作更富创新

力，借助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东风，成

为双方合作当仁不让的新增长点。

开展中小企业合作，在中俄两国具

有坚实的政策保障和现实基础。两国都

高度重视中小企业发展。中国新修订的

《中小企业促进法》将于2018年1月1日

起施行，其中增加的多项内容和措施有

效呼应了中小企业诉求。中小企业已经

日益成为中国最具创新活力的企业群

体，是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

基础，对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具有越来

越重要的意义。2016年 6月份，俄罗斯

政府通过了《中小企业2030年前长期发

展战略》，从国家层面对中小企业发展统

一规划部署。中小企业也成为保障俄国

家经济长期稳定增长、提高国民生活水

平的重要因素。

在双方政府层面大力支持和企业界

的积极参与下，两国中小企业合作势头

强劲。上个月，第三届中俄中小企业实

业论坛和第十四届中国国际中小企业博

览会在广州成功举行，前者共有中俄两

国 600余名、来自近 40个地方的政府和

中小企业代表出席；后者吸引了俄罗斯

30多家中小企业参会，展品种类达10余

个。俄罗斯地方和企业代表纷纷表示，

同中国打交道、搞合作有前景，愿为中

国企业赴俄投资提供税收、信贷等优惠

条件。中国企业对开拓广阔的俄罗斯市

场也更加有兴趣、有意愿，实现两国总

理提出的中小企业合作目标可期可待。

在实际开展合作中，两国中小企业

凭借快速发展的跨境电子商务取得了抢

眼成绩。2016年，阿里巴巴集团旗下的

全球速卖通一举成为最受俄罗斯消费者

欢迎的网络商店；当年 9月份，阿里与俄

罗斯出口中心在天猫国际开设俄罗斯国

家馆，中国消费者通过这一电商平台既

可以买到食品、化妆品等日常俄罗斯畅

销产品，还可以订购赴俄旅游服务。就

在上个月，天猫商城登陆俄罗斯市场，俄

罗斯国家馆招商会在哈尔滨举办，这又

将掀起两国电商领域的一股旋风。

跨境电商领域合作的蓬勃之势为两

国中小企业开拓数字经济合作打响了头

炮，数字经济时代为双方合作提供了新

的巨大机遇。当前，中国正在积极参与

全球数字经济，俄罗斯亦将发展数字经

济列为经济发展的重点方向之一。普京

总统今年 6 月份在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

坛上强调，俄罗斯已开始起草数字经济

发展规划，将采取必要措施确立本国在

该领域的人才、智力和技术优势。相信

两国中小企业能够在此前合作的良好基

础上，抓住中俄发展战略对接和数字经

济发展的时代机遇，更加积极地开展电

子商务、大数据、物联网、智慧城市合

作，更多发挥创新能动性，实现共赢的

同时，为两国大企业、大项目合作提供

更加便利的物流、运输等配套服务，为

中俄各自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增添新

动力。

“十三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

“推动海水淡化规模化应用”，目标是到

2020年，海水淡化总规模达到220万吨/

日，以缓解水资源短缺压力。当前，我

国海水淡化产业正迎来关键发展期，但

基础技术单薄、创新能力不足等制约着

海水淡化的规模化应用的问题，亟待引

起重视。

海水淡化是一种实用的水资源开源

增量技术，具有产水稳定、水质好等特

点。随着技术的不断成熟和成本持续下

降，目前淡化水已成为部分沿海国家和

地区的主要水源。数据显示，截至 2016

年底，全球已建成 18983 个海水淡化

厂，累计装机容量达到8860万吨，解决

了2亿多人的用水问题。

在我国，海水淡化应用规模偏小。

据国家海洋局统计，截至2015年底，全

国已竣工海水淡化工程 121 个，产水规

模 101 万吨/日，占世界总产能的 1.1%，

与我国人口总量、经济规模以及严峻的

水资源形势不相匹配。同时，我国海水

淡化单厂产能也明显落后于国际领先水

平，海水淡化成本较高。基础技术落后

造成的设备使用寿命短、能源消耗量

大，是我国海水淡化成本高的主要原因。

更重要的是，我国在海水淡化领域

的一些关键基础材料、核心基础零部件

大都依赖进口，对先进基础工艺缺乏研

究，产业技术集成基础薄弱，创新空间

小，很难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技术装

备产品。目前，国内具备一定实力的海

水淡化专业技术研发机构尚不到 10 家，

出于短期利益考虑，企业也往往不愿在

消化吸收再创新上投入资金与力量。

为了发展海水淡化产业，应将海水

淡化基础技术创新列入强基工程的重点

领域。一是利用工业强基工程提升与海

水淡化相关的关键基础材料、核心基础

零部件、先进基础工艺、产业技术基础

“四基”水平，增强海水淡化基础技术创

新能力。二是加大对海水淡化基础技术

研发的支持力度，引导产业投资基金和

创业投资基金投向海水淡化强基项目，

提升海水淡化技术装备水平。三是发展

海水淡化装备先进制造技术，提升关键

零部件和成套装置制造能力，提高装备

使用寿命和能效水平。

同时，还应建设大型海水淡化示范

工程和产业基地。一方面通过大型示范

工程快速提升海水淡化应用总规模、单

厂产能和经济性；另一方面要推动海水淡

化技术研发、装备制造、工程服务等要素

的区域集聚，培育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

海水淡化装备制造、工程建设、运营管理

和原材料生产企业，形成完整的海水淡化

产业链。

此外，还应强化政策和标准的引领作

用。加大首台（套）政策在海水淡化领域

的实施力度，对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予

以研发补助，支持自主技术装备的研发和

推广应用，鼓励沿海电力、钢铁、石化和化

工等行业的高耗水企业利用工业余能余

热配套建设海水淡化设施，在沿海缺水型

工业园区集中建设适当规模的海水淡化

装置，推广应用海水淡化水等。

最后，还应加快海水淡化基础技术

创新能力建设，联合高校、科研院所等

研究力量，组建海水淡化创新联盟，整

合单项技术，形成集成效应，推动协同

创新，鼓励企业通过跨境并购、参股国

外企业等方式加强技术跟进和储备等。

为保证地方特色小吃真正有特色、有质量、无安全问

题，前不久，贵州省发布了两项地方特色小吃标准征求意

见稿，期望通过立法的形式保障地方特色小吃健康发展。

近年来，随着地方特色小吃商业价值被充分挖掘，经

营特色小吃的商家越来越多，由此引发了地方特色小吃的

野蛮生长，甚至不少小吃失去了自身特色而徒有虚名，不仅

扰乱了市场秩序，还给地方特色小吃的健康发展埋下了隐

患。因此，通过法律保护地方特色小吃，是一个有效方法。

立法保障地方特色小吃，首要作用在于规范地方特色

小吃的制作标准，让传统的地方特色小吃工艺能够顺利传

承。与一般的餐饮相比，地方特色小吃有自身独特的制作

工艺。恰恰是这种工艺，才使其称得上地方特色，进而成

为金字招牌。否则，特色小吃就会陷入“泯然众人矣”的尴

尬。去年，陕西省西安市质监局就发布了肉夹馍、牛羊肉

泡馍、葫芦头泡馍、蓝田荞面饸饹等西安特色小吃制作标

准。从相关实践来看，立法对规范地方特色小吃制作标准

确实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绝非多此一举。

立法保障地方特色小吃，也是规范市场秩序的需要。

目前，不少地方特色小吃开始走出原产地“转战四方”，特

色小吃的经销加盟店越来越多，如何保证地方特色小吃在

逐利的市场营销中保留原汁原味的本来特色，而且不因过

度的商业化导致其名不副实，就需要法律规范来兜底。

立法保障地方特色小吃，不只是为了留住曾经“舌尖

上的味道”，更是地方特色小吃走向境外的现实需要。近

年来，我国地方特色小吃日益受到境外消费者的青睐，因

中外饮食习俗的差异，不少境外消费者关注我国地方特色

小吃的标准是否科学健康安全，这就需要以法律的形式规

范我国地方特色小吃标准。否则，境外消费者可能就会对

我国地方特色小吃不认可，不利于小吃在境外发展。

当然，立法保障地方特色小吃，需要坚持科学合理的

立法导向，让地方特色小吃的标准具有可操作性，而不能

不接地气，这是近年来一些地方发布的特色小吃标准饱受

诟病的主要症结所在。因此，各地在立法制定地方特色小

吃的标准时，必须秉承“接地气”的立法理念，切实提升地

方特色小吃标准的可操作性和品牌的含金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