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罹患大病，在人生道路上突然跌倒，对个
人，对家庭，都是无法承受之重。

大病众筹，这个互联网平台搭建的社会互
助桥梁，汇聚普通百姓点点滴滴的善良，让困
境中的人们感受到人间温暖，照亮那些不幸家
庭艰难前行的脚步。

但是，近年来一些平台频频曝出“抽取高
额手续费”等丑闻，导致公众对众筹平台的信
任度和参与度一再下降。

“众筹”何以成“重抽”？“善意”何以成“生
意”？啥原因？谁来管？怎么管？

“拿别人的善良和惨痛赚钱，良心在哪
里？”

浙江杭州的老陈最近被网络众筹平台
“坑”了。

事情要从他给7岁的儿子治病说起。
老陈的儿子患有急性髓系白血病，这些年

花光了他所有的积蓄。就在老陈犯愁的时候，
一名网络大病众筹平台的筹款顾问主动找上
门来，表示可以帮老陈筹钱。老陈救子心切，
这样及时的“雪中送炭”让他宽心不少。很快，
老陈在这位顾问的帮助下，轻松筹到1万元。

但当老陈提出动用善款时，筹款顾问却说
要抽 8000 元，并美其名曰“手续费”。情急之
下，老陈报了警。经过民警协调，8000元抽成
返还6000元，涉事平台发布了道歉声明，称这
位筹款顾问已被开除。

此事引发网民愤怒。有网友问：“拿别人
的善良和惨痛赚钱的人，良心在哪里？”

老陈绝不是个例。记者梳理发现，近年来，
网络大病众筹被“重抽”频频引发舆情，“职业推
广人抽成50％”“筹款中介抽成最高达70％”等
话题，多次登上各大社交媒体热搜榜。网友称，

“众筹”变成了“重抽”，让所有人“众愁”。
令网友们失望的是，这些声音非但没有撼

动抽成的高额比例，反倒一次次刷新纪录，刺
痛网友神经。

“比起平台发的工资，向筹款人索要
报酬更容易”

据了解，筹款顾问作为网络大病众筹平台
工作人员，主要是为筹款人提供咨询和指导服
务。一般情况下，筹款顾问会根据筹款人的需
求和情况，为他们提供相关的筹款建议和帮
助，并协助他们制定筹款计划。

目前，许多众筹平台为杜绝筹款顾问私下
收费，已将相关“手续费”公开标明。有些平台
服务费收取标准为单个筹款项目提现金额的
3％，也有些平台的服务费标注是0元，并且注
明“筹款顾问不应再收取其他任何费用”。

众筹平台有规定，为何还有筹款顾问在打
“救命钱”的主意？

记者了解到，筹款顾问的收入，与能不能
筹到钱、筹到多少钱有直接关系。部分筹款顾
问抓住筹款人急需用钱的心理，通过贩卖流量
焦虑，把众筹链接推广进行明码标价，大病众
筹成了一门赚钱的“中介”生意。

某平台一名负责风控监测的工作人员告
诉记者，筹款顾问索取高额抽成和行业生态的
恶化有直接关系。“筹款平台的快速发展催生
了一批‘职业推广人’，他们很多来自带有恶意
推广性质的第三方商业组织。”

一位曾经的筹款顾问说，在这门“生意”
中，捐款金额被称为“量”，转发推广过程叫“上
量”，筹款顾问负责让上的速度更快，量的积累
就更大。他们通过给筹款人提供链接转发推
广服务牟利，日收入可达上千元。

这位曾经的筹款顾问说，众筹平台给他们
的底薪是每月3500元，平台虽然按单给提成，
但绝大多数人每月 7000 元左右，封顶 12000
元，不会更多。

“比起平台发的工资，向筹款人索要报酬
更容易，只要在合理范围内就‘无可厚非’。”这
位筹款顾问说，“这个行业鱼龙混杂，说到底也
没个标准。”

监管责任未压实，部分环节“三不
管”

网络大病众筹被“重抽”，不少网友很愤
怒，呼吁严惩。

可在实际操作中，即使筹款人报了警，也很
难得到理想结果。一名律师告诉记者，因为缺乏
相关法律，大病众筹职业推广人高比例抽成，多
数归类为经济纠纷。经济纠纷属于民事纠纷，受
害者就算报警，警察也无权干涉，只能进行调解。

某知名众筹平台创始人曾在个人社交媒
体账号发文表示：有些人把众筹平台理解成了
慈善公益组织，其实它的核心本质是一个免费
的互联网个人大病求助工具。

有律师向记者介绍，目前网络众筹管理规
制仍有留白，我国适用网络公益众筹的法律以
慈善法为主。但由于网络慈善众筹平台不是
慈善组织，个人求助也不是慈善募捐，不适用
于慈善法相关规定。

这位律师说，网络众筹的监管主体还存在
责权不清的问题，谁来管、怎么管等监管边界
一直未能厘清，监管责任也未压实，部分环节
还处于“三不管”地带。

互联网大病众筹平台陷入公益性与商业
性“打架”的怪圈，这使得有些人在经济利益驱
使下动起了歪脑筋，把众筹变为求财手段，让
公益的性质彻底跑偏。

让平台光明正大获得经得起审视的
收益

令人欣喜的是，大病网络众筹已经进入了
我国立法机构的视野。2022年12月27日，慈
善法修订草案首次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
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审议。草案在附则中新增
了关于个人求助和个人求助网络服务提供者
的规定。法律专家认为，这有望填补网络个人
求助的法律空白。

大病众筹作为社会救济的一种途径，正因
为其公益的初衷和形式，而得到了广泛认可和
肯定。平台要养活自己无可厚非，但不能把善
意当成生意做，更不能打着慈善的幌子做生
意。慈善的核心是爱，生意的本质是钱。如果
要做生意，就请离开慈善。如果要做慈善，就
要断了来快钱、挣大钱的念头。

正如受访者所言，当务之急，大病众筹平
台要加强行业规范，再塑形象、重获信任，让求
助者得到实实在在的帮助，让爱心人士捐出的
善意不打折扣，让平台光明正大地获得经得起
外界审视的利益。

1.规范运营机制，明确平台监管主体，严
厉打击灰产链条。可考虑将众筹平台纳入金
融监管范围，规范平台信用等级，协同民政、工
商、网信等部门建立联合监管机制，明确监管
主体，完善风控机制，封堵恶意推广。

2.鼓励众筹平台合法合规拓展合理盈利
模式，公益的归公益、生意的归生意。“赔本赚
吆喝”的公益是无源之水、不可持续；“无下限
敛财”的生意是杀鸡取卵、竭泽而渔。

本报综合消息

“众筹”何以成“重抽”引关注
新华社北京 7月 13 日电 2022 年 8

月，大陆方面决定对“台独”顽固分子关联
机构“台湾民主基金会”“国际合作发展基
金会”采取惩戒措施，禁止大陆组织、企
业、个人与为上述基金会捐款的宣德能
源、凌网科技、天亮医疗、天眼卫星科技等
企业进行任何交易、合作，禁止有关企业
负责人入境。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13日
就目前对 4 家企业有无新的处理态度答
记者问。

陈斌华说，大陆方面宣布对“台独”顽
固分子关联机构和企业采取惩戒措施，受
到两岸各界高度关注和台商台企的广泛
支持。近一年来，天亮医疗多次提供相关
材料，对涉事情况作了解释，表明系企业

内部管理失察。其负责人近日在接受台
湾媒体采访时表示，“台独”会引发战争，
和平稳定的两岸关系有利于两岸经贸合
作，本人及企业支持“九二共识”、反对“台
独”，将与“台独”相关组织、机构划清界
线。

陈斌华说，鉴于天亮医疗能深刻认识
错误，在两岸关系上表达正确立场，有关
部门决定，即日起不再对天亮医疗采取禁
止大陆组织、企业、个人与其进行交易、合
作和禁止负责人入境等措施。

陈斌华表示，我们坚决反对“台独”顽
固分子的关联企业和金主在大陆谋利。
目前对其他 3 家企业的惩戒措施保持不
变。

新华社北京7月13日电（记者徐海
涛 黄庆刚）近期，随着暑期参观、研学热
潮的到来，部分热门博物馆再现一票难求
的火爆场景。然而，原本预约一空的门
票，却频频被曝能通过加价代抢、捆绑服
务等方式得到，引发不少网民质疑。近
日，北京警方打掉一批在国家博物馆周边
倒票的“黄牛”，依法刑事拘留6人、行政
处罚3人。

部分博物馆免费向公众开放是国家
实施文化惠民工程的一项重要举措，意在
更好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加的文化需
求。而钻空子的“黄牛”损害了公众利益
和惠民政策落地。

群众对“黄牛”加价代抢最直接的不
满是此举破坏公平。大量博物馆面向公
众提供线上预约渠道，尽管参观名额相对
有限，但每个人都有通过公平预约获得参
观门票的机会。而第三方加价代抢让人
人平等的机会变成了“花钱者优先，价高
者先得”。

同时，各种“花式”代抢埋下的安全

隐患不容小觑。一方面，博物馆是公共
文化机构，“黄牛”往往在后台使用外挂
软件、“脚本”程序抢票，有的盯住某些系
统漏洞进行侵入，容易带来公共网络安
全隐患。

对“黄牛”代抢、倒卖博物馆门票，要
坚决说不。整治乱象，相关监管部门、博
物馆和第三方平台需共同努力，拿出更
多真招、实招、硬招，提升技术防范能力，
加大对“黄牛”违法违规行为的打击和处
罚力度，确保每一张预约门票都直接给
付到游客手中，不给“黄牛”倒票牟利的
机会。

与此同时，要破解热门博物馆一票难
求的问题，还要进一步增加供给。一些热
门博物馆通过提前开门迎客、延长营业时
间、增设夜场等方式扩容，满足了更多游
客参观需求，值得点赞。在采取暑期高峰
临时性措施的同时，还要着眼长远，广大
文博单位可在市场化、数字化扩容方面多
做创新尝试，更好满足公众日益增长的文
化需求。

全国即将进入“七下八上”防汛关键
期，同时叠加暑期。文化和旅游部7月13
日发布汛期、暑期出游提示，提醒广大游
客增强汛期防范意识、增强消防安全意
识、增强文明出游意识、注意防暑降温。

针对汛期安全，文化和旅游部提醒游
客游玩途中及时关注天气变化及最新预
报预警信息，警惕山体滑坡、落石、泥石
流、山洪暴发等安全风险，及时调整出游
行程，及时应急避险。

针对消防安全，文化和旅游部提醒游客
严格遵守消防安全管理规定，不在易燃物聚
集地或有防火提示的地方吸烟、烧烤或者使
用明火。入住宾馆饭店时，及时了解消防疏
散通道，不躺卧在沙发上、床上吸烟。

此外，文化和旅游部还提示，高温天
气期间，合理安排行程和旅游项目，避开
或缩短户外旅游，科学调整休息时间。特
殊情况下，听从工作人员的指挥和安排，
做到有序疏散。 新华社电

新华社北京7月13日电 国家网信
办联合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科技
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广电总局
近日公布《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
行办法》，自2023年8月15日起施行。办
法的出台旨在促进生成式人工智能健康
发展和规范应用，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
公共利益，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
合法权益。

国家网信办有关负责人表示，生成式
人工智能技术快速发展，为经济社会发展
带来新机遇的同时，也产生了传播虚假信
息、侵害个人信息权益、数据安全和偏见
歧视等问题。办法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
导向，明确了促进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发
展的具体措施，规定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
的基本规范。

办法提出，国家坚持发展和安全并
重、促进创新和依法治理相结合的原则，
采取有效措施鼓励生成式人工智能创新
发展，对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实行包容审

慎和分类分级监管。
促进发展方面，办法称，鼓励生成式

人工智能技术在各行业、各领域的创新应
用，生成积极健康、向上向善的优质内容，
探索优化应用场景，构建应用生态体系。
支持行业组织、企业、教育和科研机构、公
共文化机构、有关专业机构等在生成式人
工智能技术创新、数据资源建设、转化应
用、风险防范等方面开展协作。

针对服务规范，办法要求，服务提供
者应当依法承担网络信息内容生产者责
任，履行网络信息安全义务。涉及个人信
息的，依法承担个人信息处理者责任，履
行个人信息保护义务。采取有效措施防
范未成年人用户过度依赖或者沉迷生成
式人工智能服务。

国家网信办有关负责人指出，生成式
人工智能服务的发展与治理需要政府、企
业、社会、网民等多方参与，共同促进生成
式人工智能健康发展，让生成式人工智能
技术更好地造福人民。

国台办发言人就惩戒“台独”顽固分子关联企业答记者问

七部门联合发文促进生成式人工智能健康发展和规范应用

文化和旅游部发布汛期、暑期出游提示

打击倒卖博物馆门票的“黄牛”要出实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