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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用期不能是“廉价期”

请“大胃王”离开直播间
吃播赛道是客观存在。作为吃播活动的主要舞台，网络平台有义务引导

主播积极推广健康的饮食文化，从而减少对“大胃王”吃播的关注；制定相关

规定，采取相应的处罚措施，制止主播宣扬浪费食物和暴饮暴食。

能源“向绿而行”有赖技术创新
韩 晶 黄宇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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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绿色低碳转型不是一蹴而就的，要坚持先立后破，有序推进以

清洁低碳能源为主体的能源供应体系建设。技术创新在其中具有关

键支撑作用，是破解这些问题和挑战的金钥匙。

陶小莫作

某男主播一顿要吃 1000 份海胆、100 份

鱼子酱、100 份小龙虾，还有各种肉类、水果、

饮料；身材单薄的女主播半夜吃比脸盆还大

的一碗肥肠拌面、一大碗同样分量的无骨鸡

爪，外加一大碗水果冰粉⋯⋯最近，被明令

禁止的“大胃王”吃播再次出现在多个短视

频平台，且粉丝众多。

2021 年 12 月份，国家发改委等四部门

曾发布《反食品浪费工作方案》，明确禁止制

作、发布、传播宣扬“大胃王”等浪费食品的

节目或者音视频信息。禁令之下，许多“大

胃王”主动转型、淡出江湖。可这才不到两

年，新一拨“大胃王”又回来了。

人虽然变了，但换汤不换药：从呈现方

式看，视频依然是刻意拍摄堆砌得如同小山

一样的食物，喜欢给主播张大嘴咀嚼的特写

镜头，但往往一到吞咽等关键环节，镜头就

切走了；从拍摄内容看，除了吃吃吃，主播们

还不忘带货，或者植入广告变现。

在直播带货的赛道里，食品一直是热门

品类。曾有第三方机构盘点过抖音、快手的

直播热销商品，食品饮料类均位列第一。而

“大胃王”人设恰好适合销售该品类。在巨

大的经济利益驱动下，主播们禁不起诱惑铤

而走险。让“大胃王”们大口吞咽食物的动

力，不是对美食的热爱，流量变现才是“大胃

王”吃播死灰复燃的根本原因。

“大胃王”吃播屡禁不止，有客观原因。

看主播们在镜头前狼吞虎咽，观众身体会释

放出多巴胺等神经递质，使人感到愉悦和放

松。“大胃王”往往会挑选新奇、昂贵的食物，

满足人们的猎奇心理以吸引流量。

刻在 DNA 里的过瘾让“大胃王”相关视

频、比赛在全球范围内都很受欢迎。然而，

中国文化一直就抵制暴殄天物，铺张浪费与

我国的粮食安全战略背道而驰。中国人从

小背诵“粒粒皆辛苦”，现在生活改善了，爱

惜粮食的传统不该丢也不能丢。当我们惊叹

于“大胃王”的食量、陶醉于多巴胺带来的愉

悦时，不应忽视这一行为可能带来的危害。

违背健康标准的暴饮暴食，虽说博取了

大众眼球，主播自身也付出了健康的代价。

为了流量，吃下远超过身体需要的食物，就

算遵守了光盘行动，依然是一种浪费。过度

宣扬量大多吃等浪费食品的行为，还容易误

导观众，使人们忽视食物浪费问题。

更重要的是，以直播带货为主要变现

渠 道 的“ 大 胃 王 ”，出 现 虚 假 宣 传 、以 次 充

好、货不对版等问题。今年 5 月份，在抖音

有 1800 多万粉丝的“小贝饿了”因在直播带

货中虚假宣传，被西安市市场监管局罚款

46 万元。

在社交媒体、短视频平台的助推下，“大

胃王”起到了很不好的示范作用。现在，一

些线下门店也开始设置“大胃王”挑战赛，通

过网络进行传播。例如，北京某连锁包子店

就开出了 1 万元奖金，诱导食客挑战 1 个小

时内吃下 50 个大包子。没有人真的需要一

顿吃 50 个大包子，这股风得刹住。

吃播赛道是客观存在，它不仅有深厚的

生理、心理基础，还是地域文化、美食文化的

传播者。平台上，有人主打快手家常菜，有

人专攻便利店，还有人走“社牛”路线，邀请

陌生人共同进餐⋯⋯风格健康向上，观看量

也不输“大胃王”。作为吃播活动的主要舞

台，网络平台有义务引导主播积极推广健

康的饮食文化，从而减少对“大胃王”吃播

的关注，同时制

定相关规定，采

取 相 应 的 处 罚

措施，制止主播

宣 扬 浪 费 食 物

和 暴 饮 暴 食 。

落 实 反 食 品 浪

费法，需要赶紧

把 浪 费 食 物 的

“ 大 胃 王 ”请 出

直播间。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文化核心

领域的主要行业、新业态特征明显

的细分行业以及文化服务业企业都

呈现较快增长态势，供需互促、产销

并进，文化市场循环畅通。文化产

业繁荣向好，既坚定了文化自信，也

为国民经济恢复回升提供了有力

支撑。

从需求侧看，文化服务市场是

体现我国消费升级非常明显的领

域。我国人均 GDP 已经接近高收

入国家门槛，文化娱乐消费迎来加

速升级时期。今年以来，国内文化

消费需求日趋旺盛，叠加假日和暑

期出游热，文化旅游相关服务消费

支出增长较快。前三季度，人均教

育 文 化 娱 乐 消 费 支 出 同 比 增 长

16.4%，比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增

速高 7.2 个百分点，其中文娱支出同

比大幅增长 41.8%，主要得益于旅

游、演艺、展览等消费场景的快速

恢复。

从供给侧看，文化企业经营效

益持续改善。今年以来，电信广播

电视及卫星传输服务、互联网软件

及信息技术服务等文化相关行业

的商务活动指数一直在高景气区

间。前三季度，文化产业中的“文

化核心领域”占比高达 65%，实现

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12.4%，其中以

接触式聚集式服务为主的文娱休

闲服务业回升势头最为强劲，实现

营收同比高涨 67.2%，剔除基数影

响 后 的 两 年 平 均 增 速 高 达 20% 。

我国文化服务业占规上文化企业

比重已接近 52%，前三季度文化服

务业实现营收同比增长 14.6%，明

显 快 于 服 务 业 企 业 总 体 水 平 ，两

年平均增速超过 10%。同期，文化

企 业 利 润 总 额 实 现 稳 步 增 长 ，规

上文化企业营业收入利润率达到

8.2% ，同 比 提 升 近 1.5 个 百 分 点 。

企 业 营 收 与 利 润 增 加 ，表 明 文 化 产 业 加 速 发 展 拥 有 良 好

基础。

数字化智能化加力赋能文化产业，新业态引领带动力

进 一 步 凸 显 。 前 三 季 度 ，新 业 态 营 收 占 我 国 全 部 规 上 文

化企业营收比重超过 40%，对全部规上文化企业营收增长

的贡献率接近 75%。其中，数字出版、互联网搜索服务、互

联 网 文 娱 平 台 、多 媒 体 游 戏 动 漫 实 现 营 收 的 同 比 增 速 分

别达 22.7%、19.5%、19.0%和 18.9%，新动能驱动文化产业加

快 回 升 。 文 化 领 域 的 数 字 技 术 运 用 不 断 迭 代 ，各 地 传 统

文 化 和 特 色 文 化 街 区 的 沉 浸 式 、体 验 式 消 费 新 场 景 竞 相

涌 现 ，促 进 文 化 和 旅 游 深 度 融 合 ，也 带 动 传 统 产 业 转 型

升级。

总体上看，支撑文化市场供需两旺的积极因素和有利条

件进一步增多，文化企业经营效益和文化产品与服务消费升

级明显提速。当然，严峻复杂的外部环境给我们提升文化产

业链韧性和安全水平造成了一些影响。客观上，需求不足也

暂时影响了文化产品消费，与文化服务业快速恢复相比，文化

制造业营收增速仍处于低位。但值得注意的是，同比降幅已

明显收窄，尤其是可穿戴智能文化设备制造等细分领域的营

收同比增长超过 25%，表明了创新驱动产业转型升级的着力

方向。对此，应当增强文化自信，进一步提升文化产业发展的

主动性和自主可控能力，加快以文化消费需求为导向的文化

产业转型升级。

展望未来，关键是要确保各项关于文化建设的决策部

署 落 细 落 实 ，巩 固 文 化 消 费 升 级 与 文 化 产 业 提 质 增 效 的

发展势头。要着力增加文化产业优质产品和服务供给，传

承创新中华传统文化赋能中国品牌价值提升和市场拓展，

加快推动供给升级更好匹配文化消费升级。要促进文化

装备等文化制造业迈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完善质量

标准体系，提高附加值，在促进行业规模稳步扩大的同时，

有效提升产品和服务品质。还要坚持守正创新，有序放宽

市场准入，清理市场壁垒，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不断

激发各类文化经营主体的创新创造活力。增强国内国际

两个 市 场 两 种 资 源 联 动 效 应 ，加 强 中 华 文 明 和 中 国 文 化

品牌的国际传播力，持续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

影响力。

（作者系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

又到北方冬季供暖时，作为每年最

大的能源消费领域之一，如今越来越多

的“绿色火焰”加入供暖“菜单”。能源既

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和战略性产业，

也是碳达峰碳中和的重点领域。加快能

源绿色低碳转型，对于推动经济高质量

发展意义重大。

作为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能源绿色低碳转型

将给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带来结构脆弱性风险、系统

成本上升等问题，能源发展也面临保安全、稳供应、

转方式、调结构、补短板等综合性挑战。技术创新在

能源绿色转型中具有关键的支撑作用，是破解这些

问题和挑战的金钥匙。但是，我国能源低碳转型仍

然面临不少技术短板，能源领域原创性、引领性、颠

覆性技术相对较少，一些关键零部件、专用软件、核

心材料面临“卡脖子”问题。

企业是创新的主体。只有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

位，推动更多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才能更好打赢关

键核心技术攻坚战。科技型领军企业直接对接国内

外市场，对于行业发展有更深刻精准的认知。要把

科技领军企业作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进行培育建

设，落实好支持企业承担国家重大科技战略任务的

各项政策措施，为实现绿色能源颠覆性创新、端稳能

源饭碗注入新的澎湃动力。要引导技术、资本、人才

等各类创新要素资源向企业集聚，鼓励行业龙头积

极参与国家重点工程、科技重大专项、应用示范工程

等，支持科技型骨干企业建设高水平研发机构和平

台，开展前瞻性、储备性基础研究，激发微观主体创

新活力。

当前，我国技术创新体系内在协同性不足，产学

研合作项目主要集中在接近产业化的创新链后端，

真正有望应对“卡脖子”问题、对能源产业发展产生

引领性影响的产学研合作并不多。要加快建立清洁

低碳能源重大科技协同创新体系。支持行业龙头企

业联合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和行业上下游企业协同

攻关，围绕新能源技术、新型电力系统、氢能技术以

及二氧化碳的捕集、封存和利用，培育一批国家级新

型研发机构，打造具有核心竞争力的绿色技术创新

高地。

能源绿色低碳转型不是一蹴而就的，要科学把

握转型的节奏和力度，坚持先立后破，有序推进以清

洁低碳能源为主体的能源供应体系建设。通过传统

能源新技术与数字技术的融合，对区域内现有煤电

机组进行改造升级，使其为新能源

发电提供调节支撑。支持新能源电

力能建尽建、能并尽并、能发尽发，

加快构建新能源供给消纳体系，推

动低碳能源替代高碳能源、可再生

能源替代化石能源。以物联网、大

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技术等先进

技术手段，作为能源供需两侧协调互动、互补互济的

桥梁，促进产品、技术和服务的快速优化迭代，推动

智能电网、微网、虚拟电厂等新业态进一步发展，打

通能源产供储销体系堵点，提升可再生能源发电效

率和成本竞争力。

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时间紧、任务重，需要

进一步完善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的制度供给，推动能

源绿色转型行稳致远。应加快探索以市场化方式

撬动社会资金投向清洁低碳能源各环节的关键技

术研究领域，采取“揭榜挂帅”等方式组织重大关键

技术攻关，完善支持首台（套）先进重大能源技术装

备示范应用支持政策，以推广应用能源领域重大技

术装备。推 广 科 技 创 新 债 券 ，优 先 重 点 支 持 绿 色

低碳能源领域企业债券融资，推动企业绿色发展

和数字化转型。加大力度培育区域科创中心，支

撑低碳能源技术从实验室走向实际应用，加快绿

色技术市场化发展，打通科技创新价值链的“最后

一公里”。

“双 11”开启，跨境电商迎来大考，

各大跨境物流保障面临新的挑战。日

前，菜鸟国际快递与全球速卖通外贸在

线交易平台联合发布跨境物流“六大加

速器”，升级“双 11”跨境物流服务，进一

步提高时效，助力跨境消费增长。

不只是“双 11”，当前我国跨境电商

快速发展，对跨境物流和供应链服务的

需求越来越大。与传统的国际物流相

比，如今的跨境物流依托跨境电商，数字

化智能化特征更强，也更便于海内外优

质产品全球互通，不仅顺应了跨境电商

时代的市场发展趋势，也满足了全球消

费者对低价、便捷、安全跨境物流服务的

需求。

数据显示，跨境电商占我国货物贸

易 进 出 口 比 重 从 2015 年 的 1% 增 长 到

2022 年的 5%。今年 1 月份至 9 月份，跨

境电商进出口额达 1.7 万亿元，同比增长

14.4%，占同期货物贸易进出口比重达

5.5%。我国跨境电商的贸易伙伴已经覆

盖全球，是全球跨境电商生态链最为完

善的国家之一。跨境电商竞争力的提

升，离不开跨境物流服务的保障；反过

来，跨境电商的蓬勃发展，也为跨境物流

发展创造了条件，同时对跨境物流运输

能力、运输效率以及物流企业的“应变能

力”等提出了更高要求。

目前来看，我国跨境物流的运输能

力和效率仍然不足，尤其是中小跨境物

流企业无法从事全环节业务，更仰赖多

方协同合作。这意味着，跨境物流行业

的发展空间较为广阔，未来应该围绕上

下游资源的整合，进一步实现资源优化

配置。

国内跨境物流行业亟待加快转型升

级，创新物流服务模式，提升企业运输能

力和效率，以避免在海外布局过程中出

现“水土不服”，更有效地应对海外市场

的激烈竞争。事实上，为了在行业竞争

中占据优势，赢得更多市场份额，不少跨

境电商平台已经纷纷发力跨境物流，或

推出国际快递快线产品，或更新服务模

式解决海外快递“最后一公里”问题，通

过优化物流供应链布局，助力对外贸易

发展。

《“十四五”现代流通体系建设规划》

明确提出，支持国内流通企业、电商平台

企业走国际化经营道路、构建高效畅通

的国际物流网络、加强数字化改造对接，

实现生产端到消费端数字直连。对此，

有关部门要重点支持建设制造业供应链

物流公共信息网络服务平台，优化口岸

营商环境，为产品运输提供指引，并引导

行业加强国际间数据流动、数据应用等

方面的合作交流，形成物流网络协同效

应，持续提升供应链跨境物流运行效率。

（中国经济网供稿）

2023 年 中 国 制 造 业 企

业 500 强研发投入与创新成

果质量显著提升，规模呈现

增长态势，研发费用总规模

达到 10962.15 亿元，增速为

3.83% ，研 发 强 度 为 2.33% 。

科技创新是推动制造业高质

量发展的“牛鼻子”。研发投

入的提升，意味着我国越来

越多的制造业企业认识到科

技创新在应对激烈国际竞争

中的关键作用。应进一步强

化 科 技 创 新 对 制 造 业 的 支

撑，增强要素保障、整合科技

创新资源，打造先进制造业

集群，深化关键技术攻关，加

强数字技术创新与应用，通

过企业这一科技创新主体，

不 断 赋 能 制 造 业 高 质 量

发展。

在科技管理改革上，要

进一步促进政府职能从项目

审批向创新服务转变，赋予

科技主体更多自主权，通过

“揭榜挂帅”“赛马”等制度全

面提升研发攻关效能。在科

技评价上，坚持以质量、绩

效、贡献为核心的评价导向，

完善项目分类评价制度，加

快改革科技人才发现、培养、

使用、引进、激励等机制，结

合不同类别人才的成长规律

建立与评价体系相配套的长

周期支持机制。在生态治理

上，建立财政科技投入稳定增长机制，完

善支持、鼓励企业科技创新的金融和财

税机制，形成多元化科技投入格局。

实施先进制造业集群培育工程，建

设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战略性新兴产

业集群。充分发挥产业发展引领作用，

推动 500 强制造业企业加大在新一代信

息技术、芯片、人工智能、新

能源、新材料等国家战略性

新兴产业中的布局力度。围

绕强化技术攻关、优化产业

组织、集聚产业要素、培育产

业生态、激发人才活力等关

键着力点，进一步发挥主体

支撑和融通带动作用。

在数字技术创新与应用

方面，要加快在制造业领域

部署 5G 网络，推动 5G 应用

向核心生产环节渗透。搭建

工业互联网平台体系，推动

人工智能、区块链、大数据等

技 术 在 制 造 领 域 的 创 新 融

合。在优化产业布局方面，

提升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

发展水平，加快人工智能发

展和互联网经济对制造业的

带动作用，推动制造业商业

模式和发展业态不断创新，

有效提高制造业运行效率，

实现从传统制造向智能制造

的转变。

此外，要强化企业科技

创新主体地位，加快科技成

果 向 现 实 生 产 力 转 化 。 增

强 企 业 参 与 国 家 科 技 创 新

的顶层设计和决策部署，支

持 制 造 业 企 业 更 广 泛 和 深

入 地 参 与 国 家 重 大 科 技 项

目，鼓励企业提出更多符合

实 际 的 研 发 任 务 。 强 化 对

“链主”企业的政策支持，发

挥其对产业链的资源整合和创新带动

作用。要重视并发挥“专精特新”企业

技 术 创 新 策 源 地 、产 业 链 供 应 链 稳 定

器 、成 长 性 优 质 企 业 主 力 军 等 独 特 作

用，以及龙头企业“链主”的领军和生态

整合作用，加大梯度培育“专精特新”企

业力度。

“试用期不缴五险一金，转正后再缴”“考察不全面，需要延长试用期”“换到新
岗位，需要重新计算试用期”⋯⋯试用期是用人单位考核劳动者是否满足要求、劳
动者判断用人单位是否符合期待的期限。然而，一些用人单位屡屡将试用期当作

“廉价期”“随意期”，不但克扣劳动者工资，不按规定缴纳社保，还多次延长试用期，
甚至随意辞退劳动者。我国劳动合同法明确规定，试用期包含在劳动合同期限内，
在法律关系上，试用期员工和转正员工并无差别。要更好地保护试用期劳动者的
合法权益，必须加强劳动监察部门的监督管理力度，加强对用人单位的监管。劳动
者在求职时也应多留个心眼，问清试用期时长、工资标准等，并将这些内容落实在
劳动合同中。 （时 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