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计划安排
40余次宇航发射任务

2022 年，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

司计划安排 40 余次宇航发射任务，将完

成载人航天 6 次重大任务，包括两次货运

飞船、两次神舟飞船和实验舱Ⅰ、实验舱

Ⅱ发射，以及在轨交会对接、出舱活动和

飞船返回任务，全面建成空间站；完成长

征六号甲运载火箭首飞任务。

这是记者从近日召开的航天科技集

团2022年型号工作会上了解到的信息。

航天科技集团董事长吴燕生表示，

2021 年，面对型号任务极为繁重、时间

进度极为紧张的巨大挑战，航天科技集

团实现了“十四五”发展的开门红：中国

空间站建设取得阶段性重大胜利，“天

问一号”拓展了我国星际探索新边疆，

宇航发射及飞行试验数量再次刷新历

史纪录。

航天科技集团总经理徐强介绍，航

天科技集团 2022 年全年型号科研生产任

务呈现四大特点：一是重大工程任务十分

艰巨，发射飞行试验数量持续保持高位；

二是型号技术攻关难度大，技术风险识别

与控制要求高；三是型号批产交付压力

大，科研生产转型升级任务重；四是装备

体系化发展要求高，体系工作需统筹推

进。

“达人分享”
频遭吐槽“水分很大”
如今，不少年轻消费者在消费时

会参考身边及各平台“网红达人”的

“种草分享”推荐。中信证券 2021 年

5 月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有

64.3%的 Z 世代（1995—2009 年间出

生的一代人）在购物时受到“种草”推

荐的影响。

然而，不少消费者反映，一些平

台上充斥着“水分很大”、过度宣传的

“种草笔记”。

为了让拍摄对象显得更加诱人，

一些“种草笔记”存在使用滤镜过度

美化现象，图片与实景严重不符，引

发一些消费者吐槽。

在黑猫投诉等平台上，因相信虚

假“种草笔记”而购买祛疤、除皱、减

肥等产品导致身体受损的受害者不

在少数。一些平台也多次对发布虚

假内容的账号进行查处，但依然屡禁

不止。。

“素人”账号发布
最低只需十几元

记者调查发现，雇佣专业写手和

网络水军虚构“种草笔记”“网红测

评”，已形成一条灰色产业链。记者

在网络上搜索“软文代写”等关键词，

会出现大量代写、代发、刷单等服务

的结果；原本用来分享好物的“种草

笔记”，变成了对消费者的诱导甚至

是误导。

济南一家新开业餐饮店老板秦

川告诉记者，如今新店开业最重要的

不是搞优惠活动，而是通过各种渠

道，例如在小红书、大众点评、微博等

平台给店铺发布“网红打卡”“美食达

人推荐”等内容的“种草笔记”和视

频。

虚假“种草笔记”往往和刷单、刷

评价等“业务”相捆绑，形成了固定套

路。例如通过“网红”博主影响力宣

传一波后，再通过“素人”去增加声

量，营造一种“好评如潮”的感觉。

为防止虚假“种草笔记”被平台

查处，有业内人士告诉记者，虚假“种

草笔记”背后，还有一个“养号”的庞

大“产业”。这些机构在多个平台注

册账号，并由运营团队负责给各个账

号进行包装，塑造为“网红”、美食“达

人”等形象。再加上有的平台检测机

制并不完善，只要内容逼真，并配有

照片或视频等实景内容，很容易上推

荐位。

建议多方施策
管好虚假“种草”

业内人士认为，“种草”作为一种

新兴消费文化，本无可厚非；但对于

以营利为目的，故意发布内容不实的

“种草笔记”的行为，监管部门和相关

平台不应放任。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刘俊

海说，明知或应知内容不是发布者的

真实经历，以营利为目的虚构“种草

笔记”涉嫌虚假宣传；根据广告法、反

不正当竞争法规定，以虚假宣传、引

人误导的内容欺骗消费者的，相关人

员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北京工商大学商业经济研究所所

长洪涛说，针对互联网频频出现虚假

内容的现象，应加强多层次治理。监

管部门和行业协会可制定相应的规章

和标准，加强行业监管和自律。对于

涉嫌虚假宣传的机构和账号，及时进

行封禁，并将商家、造假者、刷单人等

相关机构和人员列入行业黑名单，形

成震慑效应。同时，鼓励消费者积极

参与监督，监管部门对消费者反映的

问题，及时介入，防止虚假内容导致消

费者上当受骗，造成不良后果。

专家建议，相关互联网平台应负

起主要责任，加强内容审核，增强人

工把关环节，针对形式雷同或相似的

“种草笔记”进行严格甄别。刘俊海

等专家认为，平台对存在广告性质的

文章应在显著位置标明“广告”字样，

确保消费者的知情权得到保障，维护

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此外，相关平

台应使用更科学的算法对优质内容

进行推荐，不再把类似“评论数”“点

赞数”等作为排名的唯一依据，而是

把诚信度、资质等作为重要的参考指

标。

“‘种草’很久，终于‘拔
草’成功”⋯⋯近年来，一种
新型购物推荐方式——“种

草笔记”迅速兴起。这种由

消费者自发分享上传的“网
红探店”“美食好物种草”等

内容，在小红书、大众点评等
App 上流行。但近期一些

“种草笔记”遭到质疑，被指

弄虚作假。记者调查发现，
一些平台上的“种草笔记”开
始变味儿，损害了消费者的

权益，破坏了市场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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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达人分享”到虚假宣传

谁“玩坏”了“种草笔记”？

迪士尼玩偶销售引发争议：

尊重消费者，才是企业的“流量密码”
最近，“粉丝”连夜聚集抢购上海

迪士尼玩偶成为热点事件。

2021 年 12 月 29 日凌晨，上海气

温降至冰点，迪士尼度假区门前却排

起了数千人的长队。究其缘由，是迪

士尼将从这天起线下售卖“2021 达菲

和朋友们圣诞系列商品”库存。该系

列商品拥有极高人气，之前采用线上

报名抽签+线下购买的方式，此次突然

放出剩余库存，普通游客可以排队购

买，一瞬间点燃了粉丝们的热情。线

下售卖，先到先得，排队成为了唯一选

择。现场人士拍摄的视频显示，当天

早上，迪士尼一开门，彻夜排队的人群

便狂奔向商店，现场一度混乱不堪。

近段时间以来，这已经不是迪士

尼第一次因为玩偶营销而成为舆论

热议的焦点。

回看最近的这次事件，消费者顶

着凛冽寒风长时间露天排队，并暴露

在疫情风险下，不能全由一句“非理

性消费”来背锅。有专家指出，产品

发售方从产品生产、营销方式到园区

管理，都有需要改进和反思的地方。

这也提醒我们，任何企业从事经营行

为，必须考虑“外溢”的社会效应，应

当避免“饥饿营销”之嫌。

正如不少网民所提醒的，此类事

件，极易导致疫情传播风险、聚集踩

踏风险，以及其他公共安全风险。事

实上，上海早在去年12月初即发布指

导意见，要求年终聚集性活动“非必

要不举办，能取消就取消”，确需举办

的，要制定完善疫情防控方案和应急

处置预案，确保相关防控措施落实到

位。全国多地发生的案例已经证明，

任何的松懈，都有可能导致疫情反

复。在这个被疫情笼罩的寒冬，尽量

减少可能引发人员聚集的活动，是每

一个人、每一个企业、每一个机构当

有的自觉、当尽的责任。

此前，对于圣诞系列等限定款人

气商品，迪士尼采取线上报名抽签+

线下购买方式，中签者在指定日期、

时 间 段 内 前 往 迪 士 尼 小 镇 排 队 购

得。在疫情防控背景下，这种销售方

式能有效避免人群聚集，应当予以坚

持。突然改为线下销售，如果又缺乏

充分、有效的应对预案，便有极大概

率造成“黄牛”奇货可居、扰乱市场的

局面。看似火热的营销效应，实际付

出了消费者利益受损、社会成本增大

的代价，也透支了企业的信誉。

消费者是企业的上帝，法治和公

序是企业的底线。玩偶营销，不能让

消费者成为“玩偶”。仅靠流量维持

的偶像往往容易“翻车”，不论主观也

好、无意也好，如果放任扰乱市场秩

序和交易公平的行为，再“火”的 IP，

也只是转瞬即逝的烟火。

互联网

记者 4 日从国家网信办获悉，国家网

信办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发布《互联网信息

服务算法推荐管理规定》，自 2022 年 3 月

1 日起施行。规定明确，不得利用算法实

施影响网络舆论、规避监督管理以及垄断

和不正当竞争行为。

规定明确了算法推荐服务提供者的

信息服务规范，要求算法推荐服务提供者

应当坚持主流价值导向，积极传播正能

量，不得利用算法推荐服务从事违法活动

或者传播违法信息，应当采取措施防范和

抵制传播不良信息。

规定明确了算法推荐服务提供者的

用户权益保护要求，包括保障算法知情

权，要求告知用户其提供算法推荐服务

的情况，并公示服务的基本原理、目的意

图和主要运行机制等；保障算法选择权，

应当向用户提供不针对其个人特征的选

项，或者便捷的关闭算法推荐服务的选

项。

此外，对向未成年人、老年人、劳动者

和消费者等主体提供算法推荐服务的，规

定明确了具体要求，如不得利用算法推荐

服务诱导未成年人沉迷网络，应当便利老

年人安全使用算法推荐服务，应当建立完

善平台订单分配、报酬构成及支付、工作

时间、奖惩等相关算法，以及不得根据消

费者的偏好、交易习惯等特征利用算法在

交易价格等交易条件上实施不合理的差

别待遇等。

不得利用算法实施
垄断和不正当竞争行为

科技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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