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罚款变爬楼
处罚披上人性化外衣

小学生记者提问提出了民生之盼

打击知识产权犯罪，
不能止于降低“判刑”门槛

房价问题、食品安全问题，无疑是当前社会最

大的民生问题。楼市调控调了很多次了，成效究

竟如何？中国作家莫言“开天辟地”获得诺贝尔文

学奖后 750 万巨额奖金在北京只能买 120 多平方

米的桥段，令人感慨良多。这几天，有一条消息不

胫而走，从本世纪初我国迎来第一批住房贷款热

潮至今，首批房贷将迎来清款大限，首批房贷族也

将迎来集体还清房贷的日子，进入无债一身轻的

状态，而且据说房产都增值了很多倍，似乎大有鼓

励人们再接再厉做房奴的意思。可是，即使再增

值多少倍的房产，如果是刚需住宅，你也无法套

现，而如果要再实现住房的升级换代，你也只能再

度成为房奴。

天真烂漫的童年，无忧无虑的时光，对于我们

的孩子们而言，显然已经越来越远。在奥数、各式

兴趣班叨扰孩子们的同时，房价、食品安全等问

题，同样也在孩子幼小的心灵里投下了深深的阴

影，这未免过于沉重，但却真实地反映了民生之

盼。

就像一场近乎完美的交响乐演奏中不可避免地

存在杂音一样，双十一这24小时的购物狂想曲中也

会跳出不和谐的音符。应该说此类报道屡屡见诸报

端，曾经有网站罗列出遭受差评以后，卖家就寄出了

最为惊悚的物件。例如，一口小小的棺材、一件缩水

的寿衣、一捆色彩斑斓的纸钱……总之是只有想不

到，没有做不到。

乐队的一切行动都要听站在最前排、对广大观

众的指挥者一人的指挥才能井然有序，才能将差错

率降到最低。而差评惊魂曲能够一咏三叹，重章叠

句，萦绕在大众的耳边许多年是何道理？当然是监

管的缺位。实际情况是没有监管缺位，买家就只好

自己自助维权，给出评价了。

虽然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十五条有规定，

经营者不得对消费者进行侮辱、诽谤，不得搜查

消费者的身体及其携带的物品，不得侵犯消费者

的人身自由。侵权责任主体应停止侵害、恢复名

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等。但电子商务层次的

消费行为不同于传统，一是电子商务多为跨地

区、多平台交易，这无疑加重了维权成本。二是

针对电子商务消费行为，缺乏总揽全局的法律，

也就是说在蓬勃发展的电子商务面前，法律已经

滞后。三是，电子商务从“出生”开始就建立在信

用体系上，买卖双方习惯于通过评议解决小额度

的 交 易 纠 纷 问 题 ，直 接 跳 过 监 管 方 ，以 降 低 成

本。买卖双方之间出现纠纷，也多采取民不告的

态度，这让官难究。

我国尚未出台一部全面的电子商务监管法律法

规。就像一场交响乐如果出现差错，指挥者就应该

面向观众致歉一样，立法者与监管者也应该不再低

调，处于公众的视线之后。笔者相信公众期望看到

那个穿着燕尾服，戴着白手套，拿着指挥棒的“监管

者”面向观众，昂首挺胸地给出一个满意的答复，继

而用那个指挥棒敲打那些跑了调，将乐章变为惊魂

曲的不合格的演奏者们，从而让网购狂想曲演奏得

更加流畅欢快一些。

谁来终结网络购物惊魂曲？

正视“养老预期影响
职业选择”的现实隐喻

评论

时事
乱炖

新 闻 出 版 总

署署长柳斌杰表

示，《著作权法》正

在修改中，未来销

售盗版光盘处罚

门 槛 将 大 幅 降

低。“过去销售 600

张盗版光盘才判

刑，以后销售一张

两张就会判刑”。

（中国之声 11 月

13日）

“你就是史上

最臭的一粒老鼠

屎！”前阵子，娄底

的梁女士在淘宝

网购物后因退货

未果，给了卖家差

评，前天下午 5 时

许，梁女士收到一

个包裹，里面居然

是一只散发着恶

臭的死老鼠！

（11 月 13 日

《三湘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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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房子太

贵了，很多同学的

爸爸妈妈买了房子

把钱都花光了，还

向银行借了很多

钱，都没有钱给孩

子买玩具了。”12

日，在十八大新闻

中心，11 岁的《中

国少年报》小学生

记者张佳鹤对住房

城乡建设部部长姜

伟新说。（11月13

日《长江日报》）

非常
道

我国已进入老龄化社会。据全国老龄

委公布的数据，我国 60 岁以上的老年人口

近两亿，约占总人口的14%。但现有的养老

服务、护理康复机构数量、养老保障等还远

不能满足需求。近日，中国青年报社调中心

（微博）通过题客调查网和民意中国网，进行

的一项调查显示（8476人参与），仅5.5%的人

打算把父母送到养老机构养老，50.9%的人

认为我国未来以居家养老模式为主，86.4%

的人期待未来十年国家加大老人护理康复

方面的投入。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研究员

张翼认为，“养老预期已经影响年轻人的职

业选择。”长此以往必将影响国家劳动力资

源的配置。（11月13日《中国青年报》）

当前阶段的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到了攻

坚阶段，要想纾解普通公众的这些忧虑，要想

使普通公众免于对养老的惶恐，“未来十年国

家应该下决心下力气解决双轨制养老的差

异，缩小不同单位、不同行业、不同地区的养

老差距”。具体到现实中，必须认清的事实

是，因为涉及到所有“体制内”人士的切身利

益，养老双轨制改革的难度，更是可想而知。

《工资条例》因垄断行业反对而夭折，红十字

会“去行政化”体制改革因为“要侵犯太多人

的既得利益”而搁浅，就是最好的明证。

但愈是艰难，愈是考验决心与毅力。让

人欣喜的是，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2020 年

要建成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首先是完

善城镇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同时改革机关事

业单位社会保险制度；整合城乡居民基本养

老保险和基本医疗保险；逐步做实养老保险

个人账户，实现基础养老金全国统筹。当

然，探索建立“全覆盖、多层次、可持续”的社

会保障制度，绝非一朝一夕之功，必要的顶

层设计必须走在前面。如若不然，养老保险

制度改革恐怕更多会在延迟退休等，让普通

工薪阶层利益分割的层面兜兜转转，而未能

在尽早废除养老双轨制、实现对等养老的问

题上实现破冰。

“我建议大学校园里应该开设公共恋爱场所。”

11 月 12 日晚，中国著名性学家、华中师范大学

生命科学院教授彭晓辉在重庆医科大学开展了一场

性学讲座，与数百名大学生现场互动。彭晓辉认为，

现在大学生谈恋爱不稀奇，但校园里每一个地方都

可以说是公共场合，没有一个真正私密的空间独处，

不少情侣为避免被抓现行，不得不走进黑暗的、安全

性低的隐蔽处。因此他建议，公共恋爱场所可格成

半封闭小单间，让学生情侣自带蜡烛、电脑、游戏来

谈恋爱，既安全，又能方便学校监管。

“大家给我出出主意吧，没有拐杖我是爬着上飞

机呢，还是滚着上飞机呢？”

12日下午16时许，北京歌手李琛发微博称自己

的拐杖在杭州机场无法带上飞机，“坐了 20 多年的

飞机还是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并向网友求助，工

作人员称“不许携金属拐杖上飞机”是一直存在的规

定。

张贵峰

十八大报告提出，“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把全社会智慧和力量凝聚到创新发展上来”。

这种背景语境下，针对销售盗版等侵犯知识产权

犯罪，实行“一张两张就判刑”的低门槛判刑标准，当

然非常必要合理、也很给力，值得欢迎和肯定。但根

据以往实践经验，仅限于降低“判刑”门槛尚须推敲。

其一，这里的“会判刑”，依据《刑法》规定，其实并不必

然就是十分严厉的——仅是“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

拘役”而已。这实际上意味着，“销售一张两张光盘”

固然“会判刑”，但同时，即便销售成千上万张的光盘

或者再多其他“侵权复制品”，顶多也就是“三年以下

有期徒刑”甚至“几个月拘役”。

其二，这里的“会判刑”，也主要只是限制人身

自由层面的“自由刑”，而并没有包括明确而严厉的

“罚金”等“财产刑”。诚然，《刑法》218 条也规定了

“并处或者单处罚金”，但究竟具体可以罚多少、依

据什么样的标准处以罚金，刑法都并无明确规定。

必须意识到，对于作为贪利型犯罪的知识产权侵权

犯罪，“财产刑”实际上是一种更具针对性、有效性

的刑罚类型，更有利于提高这类犯罪的犯罪成本、削

弱其犯罪能力。

此外，针对销售盗版等知识产权犯罪，目前我国

《刑法》也缺乏相应的“资格刑”处罚手段——也即对

这类犯罪分子设定一定的“从业资格禁令”，剥夺其

今后继续从事相关行业的资格。显然，相比仅靠“自

由刑”，这种“资格刑”也是充分打击知识产权犯罪

的有效手段，既能事后避免其继续犯罪，也能事前警

戒其从事犯罪。

舒锐

成都某公司最近出了新规定：迟到不罚

款，改为“体罚”。这个“体罚”，可不是打手

板心，而是爬楼梯。因为公司在19楼，所以

迟到了就爬19层楼。（11月13日《华西都市

报》）

爬楼梯，这本是该公司“逼”员工锻炼的

招数。每天 10 点是公司的锻炼时间，全公

司的人都要参加。最常见的锻炼方式就是

爬楼梯，不过迟到的人要多爬一趟。锻炼之

后，公司会在茶水间准备零食、饮料，为员工

补充体力。同时，公司更有“金钱刺激”，只

要在一周内，每天都在爬楼梯中最先到达的

员工，能获得200元的奖金。

正如公司老板所说的：“很多白领身体

呈现亚健康，公司有义务让大家活得更健

康。”从表面上看，这家公司确实很人性化，

既为员工健康着想，还给员工准备了食品、

奖金激励，其善意的初衷毋庸置疑，为提升

员工身体素质的良苦用心也是可以理解

的。可是既然锻炼是强制性的，就可能会在

客观上不符合一些人的主观愿望和实际情

况，强制锻炼更有可能和部分员工的工作及

生活习惯相冲突。因此，公司强制员工锻炼

本身就值得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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