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让“种草”“拔草”回归本真

■ 何珂

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你有没有“种草”或“拔草”？
曾几何时，“亲测有效”等评测受到年轻人热捧，由他们亲身体验后

写出的“种草笔记”引发他人的共鸣和认可。最近有媒体报道，铺天盖地、
真真假假的“种草”笔记充斥整个网络的同时，与“种草”相对立的“拔草”
经济也成为了一门网红新生意。

“种草”泛指“把一样事物推荐给另一个人，让其他人喜欢这样事物的
过程”。 如今，“种草”早已是网络中的流行词，然而，萝卜青菜各有所爱，大
众爱好复杂多变，种草文提供的推荐方案，并不一定被多数人所接受。 为
了帮助消费者远离“踩雷”，眼下，“拔草文”开始流行。 相对于此前流行的
“种草”，“拔草”则正好相反，指不愿推荐给他人的事物。 无论是“种草”还
是“拔草”，都是在分享自己的消费体验，社交平台上大家的文字，或点赞、
好评，或吐槽、批评，对于潜在用户的消费行为有很强的诱导作用。 从某种
意义上说，“种草者”“拔草者”都演绎着导购员、分析师角色。

但值得警惕的是，“种草”与“拔草”都与流量经济息息相关，在“流量
为王”的网络空间中，盲目追逐流量让“种草”“拔草”容易受到逐利倾向
的干扰。 艾媒数据显示，68.0%的用户会接受“种草”，其中对于被“种草”
的商品，70.7%的用户会根据实际情况购买，26.2%的用户几乎都会购买。
庞大的“种草”需求也催生了众多虚假“种草”笔记，“没有体验了，都是广
告”，大量用户如此表示。 一些分享文章看起来是基于客观事实的，实际
上早已远离消费者的现实所需，只是按照商家提供的“脚本”在扮演“角
色”，进而误导了消费者的选择，最后势必会影响消费市场的健康发展。

无论是“种草”与“拔草”都应该建立在不偏不倚、客观公正、相互补
充的基础上。 只有获得消费者的信任，文章才有价值，若是为了短期利
益，消耗消费者的信任，最后的结果往往是消费者谁都不信任。因此，“种
草”“拔草”都需要回归本真，一方面要加大消费者端的检验力度，让消费
者的实际体验能直接反馈给其他消费者，鼓励维权反馈；另一方面，要加
大安全审查力度，防范违法违规产品流入市场，对参与虚假销售的人从
严打击。而消费者自身也要树立理性消费的观念，看清自己的需要，购买
真正适合自己的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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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中心赋能千行百业
日前,《新型数据中心发展三年行动计

划（2021—2023 年）》发布，对统筹推进新型
数据中心发展作出具体部署。 作为 “新基
建”的七大领域之一，数据中心对数字经济
的赋能和驱动作用日益凸显，前景广阔。

近年来， 中国数据中心规模保持高速
增长。 2021 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上
发布的数据显示，“十三五”时期，中国数据
中心规模从 2015 年的 124 万家增长到
2020 年的 500 万家； 数据应用正从消费互
联网向工业互联网加速渗透， 中国已经成
为全球大数据应用最活跃、最具潜力、环境
最优的国家之一。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预

计，2020 年中国数据中心建设投资 3000 亿
元， 未来 3 年数据中心产业投资或达 1.4
万亿元。

专家指出，在数字经济时代，全社会数
据总量呈爆发式增长， 需要对数量巨大、来
源分散、格式多样的数据进行采集、存储和
关联分析，数据计算、传输和应用需求也大
幅度提升。数据中心和算力网络逐步成为支
撑各行业数字化转型的重要新型基础设施。

数字经济包括产业数字化、 数字数据
产业化两方面内容，核心都是数据。通过算
法挖掘数据价值， 是未来数字经济拓展边
界的主要方式。 新冠肺炎疫情催生数字技

术新需求。数字测温、追踪轨迹等防疫手段
应用广泛，人们的工作、学习、娱乐等更多
转移到线上，随之而来的是数据量激增，数
据流动性大大增加。 这就需要数据中心发
挥更大作用，满足新需求，解决新问题。

在政策和需求的双向驱动下，一段时
间以来 ，数据中心加快发展 ：在贵州 ，南
方电网投资 100 亿元建设南方能源数据
中心 ；在湖南 ，中国电信天翼云中南数字
产业园项目落户长沙 ；在甘肃 ，华为张掖
大数据产业园 371 个重点项目集中开工；
在河南 ，总投资 1.2 亿元的开封通许县大
数据中心建设项目获批……

业内普遍认为， 面对疫情带来的特殊
挑战，企业必须寻找新的增长点，以大数据
为中心的数字化转型就是一个很好的突破
口。 大数据中心不仅是新兴数字产业高速
发展的“助推器”，更是传统产业数字化的
“新引擎”， 将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多
活力。

目前，传统数据中心正加速与网络、云
计算融合发展，向新型数据中心演进。可以
预测的是，随着数据中心需求量日益增大，
各种类型、 不同规模的数据中心建设将持
续推进。专家建议，，在布局数据中心时，应
注重科学规划、统筹布局，对大型、超大型
数据中心和边缘数据中心分类规划。

（本报记者 陈树琛 整理）

强化监督管理 守住安全底线
如何打通平台经济的“堵点”“断点”，推动平台互

联互通？ 网络平台要加强自律，主动承担社会责任，维
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维护消费者权益。

当然 ，仅靠网络平台自律 ，难以从根本上解决
这一问题 。 相关部门还要强化监督管理 ，整治屏蔽
网址链接问题 。 9 月 9 日 ，工信部有关业务部门召
开 “屏蔽网址链接问题行政指导会 ”，提出有关即时
通信软件的合规标准 ，要求限期内各平台必须按标
准解除屏蔽 ， 否则将依法采取处置措施 。 9 月 13
日 ，在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 ，工信部相关负
责人表示 ， 在前期 App 专项治理等工作基础上 ，工

信部在今年 7 月启动为期半年的互联网行业专项
整治行动，聚焦扰乱市场秩序 、侵害用户权益 、威胁
数据安全 、违反资源和资质管理规定等四方面进行
集中整治 。屏蔽网址链接是本次专项行动重点整治
问题之一 。

工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 ，工信部正按照互联网
行业专项整治行动方案安排 ，指导相关互联网企业
开展自查整改 。 同时 ，也要求企业能够按照整改要
求 ，务实推动即时通信屏蔽网址链接等不同类型的
问题分步骤、分阶段得到解决。 下一步，工信部将聚
焦重点问题 ，加强行政指导 、加强监督检查 、强化依

法处置。
打破行业壁垒，形成开放生态，不可能一蹴而就。

除了企业按照有关要求分步落实，相关部门也要完善
相关法律法规，完善监管机制，推动形成互通开放、规
范有序、保障安全的互联网发展良好环境。

此外，网络平台还要建立“防火墙”，守住安全底
线。 不少用户反映，点击来路不明的网址链接后，上当
受骗，致使银行卡内资金遭受损失，个人隐私遭泄露。
网络平台打破壁垒、解除屏蔽网址链接后，监管难度
加大，信息筛选成本加大，这对监管部门和网络平台
来说都是新的挑战。 因此，网络平台要切实担负起安
全责任，利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技术，保障用户网
络安全。 同时，平台之间也要加强协同共治，完善沟通
机制，打破“信息孤岛”，共同解决好隐私泄露、网络诈
骗等安全问题。

■ 本报记者 马成涛

时下，人们在智能手机上安装了各式各样的 App（移动互联网应用程
序），进行网购、社交、娱乐等，享受着移动互联网带来的便利。 然而，App 之
间不能相互分享网址链接，兼容性不够，给用户带来了诸多烦恼。 App 之间
缘何互设壁垒？ 如何推动平台互联互通？

“堵点”“断点”颇多 给用户带来不便
“在社交平台上收到好友分享的链接，却无法直

接打开。 如需浏览，还要长按网址复制后使用浏览器
访问。这样的用户体验太差了！”谈起网址链接屏蔽问
题，合肥上班族郭先生直摇头。“虽然现在各种 App 争
相开发了各种功能，用起来越来越方便，但是 App 之
间却相互屏蔽，互联互通程度远远不够，大大降低了
使用的便利性。 ”郭先生说。

在移动支付领域， 移动支付平台之间存在的 “断

点”，更是引起很多消费者吐槽。 “我平常使用最多的移
动支付工具就是支付宝和微信支付。我的支付宝和微信
支付都绑定了银行卡。 我习惯把钱存在支付宝里。 微信
支付的钱不够时，我就只能把存放在支付宝里的钱转到
银行卡里，然后再把银行卡里的钱转到微信里。 两大支
付工具无法互联互通，不仅转钱麻烦，还会产生额外的
手续费。 ”家住合肥瑶海区的刘女士说，她希望各个移动
支付工具之间能够互联互通，给消费者提供更多方便。

App 之间互设壁垒， 影响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
面。 在社交平台上无法打开其他网络平台上的链接；
网购平台仅提供旗下的金融支付方式，屏蔽第三方支
付工具；网络视频在一些平台上无法打开……APP 之
间“堵点”“断点”颇多，信息不能直接共享，已经成为
平台经济的共性问题。

专家表示，App 已经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在商业
服务、休闲娱乐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然而网络平
台“以邻为壑”，进行技术限制、网址屏蔽等，不仅严重
影响了用户的使用体验，还妨碍了公平竞争，直接或
间接损害了其他经营者或者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扰乱
了市场秩序，不利于平台经济规范健康持续发展。

“流量思维”作怪 涉嫌不正当竞争
App之间相互屏蔽 ， 根本原因在于利益驱使 ，

“流量思维 ”作怪 。 业内人士指出 ，互联网经济在某
种程度上是 “眼球 ”经济 ，流量能够变现 ，也因此网
络平台使用各种手段吸引 、留住用户 ，提高用户黏
性，增加平台流量。 网络平台出于利益考量，屏蔽其
他网络平台的网址链接 ，防止平台流量外溢 。 网络
平台之间相互屏蔽 ，虽然从短期来看 ，确实聚拢了
流量，但是从长远来看 ，陷入了 “囚徒困境 ”，难以实
现利益最优化。

近年来，互联网经济快速发展，产生了一些体量
巨大的互联网头部企业。开放本是互联网的基本特点

和要求，然而在互联网行业“马太效应”下，互联网头
部企业“强者恒强”，竞争日趋激烈，逐渐出现了“链接
屏蔽”“二选一”等行为。

业内人士表示，网络平台设置壁垒，屏蔽网址链
接，涉嫌不正当竞争。 时下，平台经济在一定程度上已
经具备了规模经济效应， 容易形成赢者通吃的现象，
一旦形成垄断，后来者很难再参与竞争。 屏蔽链接，是
网络平台维护其市场地位的手段， 涉嫌不正当竞争，
不利于资源有效配置。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日前发布的 《禁止网络
不正当竞争行为规定 （公开征求意见稿 ）》提出 ，经

营者不得利用技术手段 ，无正当理由 ，对其他经营
者合法提供的网络产品或者服务实施屏蔽 、 拦截 、
修改、关闭、卸载 ，妨碍其下载 、安装 、运行、升级 、转
发、传播等。 经营者不得针对特定信息服务提供商，
拦截 、屏蔽其信息内容及页面 ，频繁弹出的对用户
造成干扰的信息以及不提供关闭方式的漂浮 、视窗
等信息除外。

得益于互联网的开放性，互联网经济才得以快速
发展，新业态、新模式竞相涌现。 只有让用户更加便利
地使用互联网，才能从根本上提高市场竞争力，得到
市场认可。 从长远来看，平台之间互联互通，才能更高
效、更便捷地获取用户、服务用户，进而发挥“鲶鱼效
应”，促进平台创新、良性竞争。 专家表示，打通平台经
济的“堵点”“断点”，才能形成良性竞争的良好局面，
进而更好推动平台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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