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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红探店，
岂能有“薪”而为？

■ 何珂

把餐厅开成“网红”店，需要几个步骤？第一步，
把餐厅开开；第二步，请一堆“网红”在各种平台上
发上一通“种草”文；第三步，坐等客人来。最近，“把
店铺营销成网红只需三步”的话题登上热搜。

而前不久，某视频平台博主对同一家店的两次
截然不同的探店视频也引起热议。第一个视频中总
体评价是差评，并直言没法吃；第二个视频中总体
评价却截然不同，更是称赞是“妈妈的味道”。 有网
友在评论区调侃： 第一次是应该离家出走的味道，
第二次应该是利益的味道。

探店是什么？ 在大家的理解中，探店是“网红”
用自己的亲身体验为粉丝或为其他消费者去提前

体验，真实性尤为重要。 在互联网高度融入生活的
今天， 在线上平台进行引流成了许多店铺的选择，
探店“网红”也成了引流环节中必不可少的一环。的
确，如今消费结构发生了变化，消费目的也从保障
基本的衣食住行需求， 向更高层次的精神需求跃
迁，对于很多消费者，特别是年轻消费者而言，某些
“网红” 打造出来的风格， 往往能与自身的生活方
式、生活态度产生共鸣，进而引发消费欲望，跟着
“种草”，这也是很多店铺愿意花钱请“网红”的原
因，他们看重的正是“网红”带动消费的能力。

然而，探店的生命在于真实。 如果“网红”只为
了利益而去刻意美化某一家店铺，有“薪”而为，进
而诱骗消费者去消费， 这完全是在消耗粉丝的信
任，探店的意义也就不再存在。从商家的角度来看，
希望通过“网红”带来流量，并以此刺激消费，并无
不可，但若只关注营销手段、网络关注度，不顾产品
品质，一味地破底线、撞红线，终将会因此失去消费
者、失去市场。商业口碑可以始于颜值，但更要久于
产品和服务。尤其对于借助“种草”营销的“网红”店
铺来说，认清自身发展条件，不断丰富产品与服务，
探索更为清晰的盈利模式， 提升自我造血能力，才
是制胜市场的关键。

从平台的角度来看，监管仍需加强，对于虚假
宣传的现象要坚决遏制，不能让有“种草”需求的消
费者反成待割的“韭菜”；消费者自身也要学会甄别
信息，不能一直被大数据拽着走。

网约车管理有了新规定

交通运输部、 中央宣传部等八部门近日印
发 《关于加强交通运输新业态从业人员权益保
障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这一新规提
出了完善平台和从业人员利益分配机制， 加强
新业态从业人员权益保障工作的举措， 其中包
含督促网约车平台企业合理设定抽成比例上限

并公开，保障从业人员合理劳动报酬。
《意见》提出，各地相关部门要督促网约车

平台企业公告计价规则、收入分配规则，合理设
定抽成比例， 每次订单完成后告知驾驶员抽成
比例，保障驾驶员知情权和监督权。 企业调整相
关经营策略前，应征求相关方面意见，并提前向
社会公布。 相关行业主管部门、工会组织、行业
协会等要持续关注行业运行情况及网约车驾驶
员劳动报酬水平，并适时公开发布，引导驾驶员
形成合理收入预期。 督促网约车平台企业向提
供正常劳动的网约车驾驶员支付不低于当地最
低工资标准的劳动报酬。

为防止疲劳驾驶和超时劳动等不良现
象，《意见》明确，要督促网约车平台企业持续

优化派单机制 ， 提高车辆在线服务期间的运
营效率， 不得以冲单奖励等方式引诱驾驶员
超时劳动。 要督促网约车平台企业科学确定
驾驶员工作时长和劳动强度 ， 保障其有足够
休息时间。

各地相关部门要督促网约车平台企业加强
对从业人员职业技能、劳动安全、运营服务的教
育培训；加强对用工合作单位的管理，不得以高
额风险抵押金、保证金转嫁经营风险，不得将驾
驶员服务计分与服务时长、派单机制等挂钩，不
得变相违法阻碍驾驶员自由选择服务平台。 积
极推进出租汽车综合服务区建设，在医院、居民
集中居住区、重要商业区、综合交通枢纽等场所
设置出租汽车临时停靠点， 允许巡游出租汽车

和网约车临时停靠，破解驾驶员“就餐难、停车
难、如厕难”等问题。

进一步促进网约车平台企业合规发展，维
护公平竞争市场秩序。 各地交通运输主管部门
要督促网约车平台企业严格遵守法规规定，不
得接入未获得网约车许可的驾驶员和车辆，严
厉打击非法营运行为。 防范资本在交通运输新
业态领域无序扩张， 依法严厉查处低价倾销、
“大数据杀熟”、诱导欺诈等违法违规行为。

（本报记者 何明 整理）

积极做好应对，促进高质量就业
研究认为， 人工智能带来的岗位减

少更多是重复性、 机械性、 门槛低的岗
位。 就业者会根据劳动力市场的供求情
况趋利避害，通过培训、深造等学习，进
入技术含量更高的工作岗位。 比如，人工
智能带来了大量研发类岗位， 如芯片研
发、关键算法研发、核心传感器研发等。
专家建议，要积极做好应对，发挥人工智
能的“乘数效应”，促进高质量就业。

如何做好应对？ 专家表示，既要对新

生劳动力加强教育， 也要对存量劳动力
加强培训。 “建议企业与学校联合培养人
工智能人才，做大人才‘蛋糕’。 ”合肥好
多帮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经理
孔艳利反映，企业培训人才的成本较高，
培养一个人工智能领域的人才可能需要
一两年的时间，然而当人才培养成熟时，
还可能面临人才流失的问题， 这对企业
影响较大。

多家人工智能企业表示， 希望在人

才、资金、技能培训等方面，得到政策性
扶持。 实际上，我省在这些方面已经开始
行动，真金白银支持人工智能发展。 去年
发布的 《安徽省人民政府关于支持人工
智能产业创新发展若干政策的通知》提
出，实施人工智能产业创新工程，对技术
含量高、 市场潜力大的研发项目按照不
超过项目研发费用的 50%给予补助 ，单
个项目补助最高 500 万元。 围绕产业链
关键环节， 制定人工智能创新技术和产

品导向目录。 加强省级股权投资基金与
人工智能企业对接，通过领投、跟投等多
种方式，支持人工智能企业成长壮大。 将
人工智能高端人才纳入新时代 “江淮英
才计划” 等各类人才计划。 鼓励校企合
作， 支持高等学校加强人工智能相关学
科专业建设。 引导职业学校培养产业发
展急需的技能型人才。

人工智能还处于起步阶段， 还要加
强顶层设计。 叶斌认为，人工智能还遇到
了伦理挑战。 有关部门应制定道德伦理
准则，积极推动立法，明确数据的使用边
界，保护用户的个人隐私，推动人工智能
健康长远发展。

人工智能 会影响就业吗？
■ 本报记者 马成涛

机器人写稿、机器人送快递、无人驾驶……随着人工智能时代的逐步到来，人工智能正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人工智能是否会影响就业，成了业界讨论的热点话题。 日前，记者走访业界专家，对此问题进行了探究。

替代部分岗位，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
随着人口红利的逐步消退， 以及老

龄化社会的到来， 制造业积极应用人工
智能，提高自动化水平，以此来应对这些
问题。

制造业部分岗位被人工智能替代 ，
有多方面的原因。 首先，一些危险性岗位
迫切要求机器换人。 比如， 部分化工岗
位，危险性较高，对人体伤害性较大，目
前这些岗位大都实现了智能化、少人化。

其次，用工荒问题的出现，倒逼部分行业
应用人工智能来填补用工缺口。 尤其是
一些标准化程度较高的流水线作业，人
工成本占比较高， 企业缺工问题较为突
出。 当人工成本远高于机器人作业成本
时，采用机器人作业就成了最佳选择。 再
次，现代制造业对产品质量的要求更高，
这也促使企业采用自动化作业， 提高生
产质量和效率。

“回顾历史，科技的确毁掉了许多工
作，但同时也创造了新的就业机会，未来
仍然如此。 ”合肥工业大学科研院社科处
处长时省认为， 短期来看确实替代了很
多岗位， 但从长期来看也会创造更多岗
位， 这取决于人工智能技术集群和产业
发展的速度和规模。

“人工智能带来的失业浪潮并不会
那么明显，会有一个此消彼长的过程。 比

如，合肥正大力发展大数据，会创造很多
新的岗位。 ”合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局就业促进和失业保险处处长宋鹏程认
为，人工智能将来会替代枯燥的、重复的
生产流水线工作，以及高危岗位。 在这方
面， 人工智能会促进安全生产、 高效生
产、效益提高。 “目前，人口红利下降，一
些制造业企业处于缺工状态。 人工智能
替代人工，提高了生产效率，解决了现实
问题， 对劳动力供求并没有产生明显影
响。 ”宋鹏程补充说。

从长远来看，带来的就业大于失业
现在， 一些人担忧人工智能会带来

失业，对就业产生消极影响。 实际上，科
技发展对就业岗位的影响早已有之，人
工智能对就业的影响只是其中一个案
例。比如，工业革命使工厂取代了手工作
坊， 而这些失业的手工作坊工人通过培
训， 可以进入工厂， 从而取得更高的报
酬。部分岗位的确消失了，而新的岗位也
随之出现，这本质是生产效率的提高。

“在部分领域，人工智能可以起到替
代性作用。 但是目前在更多领域，人工智

能起到的是辅助性作用， 而非替代性作
用。 当做事比较费力时，就要考虑是否用
人工技术辅助更好些。 ”安徽大学人工智
能学院副教授苏延森认为， 人工智能是
未来的发展趋势，从长远来看，人工智能
带来的就业要大于失业。

当然， 也要重视人工智能带来的结
构性失业问题。 目前，我国在大力发展现
代装备制造业。 工业机器人还有很大的
发展空间， 机器人换人也将是一个长期
的过程。 人工智能产业链创造了一批新

的工作岗位， 同时也对部分岗位产生了
严重冲击。

“人工智能会带来结构性调整，要对
这种结构性调整有正面的回应。 ”苏延森
认为， 要对人工智能带来的就业新变化
加以研判，培养人才，使得劳动力结构和
未来发展形势相适应。 安徽大学人工智
能学院今年首次招生， 共招收了 400 余
名学生。 在人才培养方面，要做好人才培
养方案的设计， 让学生打好知识和技术
的基础，同时培养复合型人才，推动科技

成果转化，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应用。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技哲学系特

任副研究员叶斌认为，人工智能带来失
业浪潮的看法是杞人忧天。人工智能会
取代一些旧的岗位，同时会产生许多新
的岗位。 现在还处于弱人工智能时代 ，
强人工智能时代还未到来。 因此 ，岗位
变化将会是个重新分配的过程。人工智
能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我们需要正确
面对。

业界多位专家表示， 人工智能带来
的岗位减少是一个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
人工智能也会催生新业态、新模式，产生
大量的就业岗位。 如果做好应对，人工智
能能带来“乘数效应”，产生就业红利。

甘亮/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