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正义的回响》
陈碧著 云南人民出版社

本 书 是 作 者 撰 写 的 法 律 随 笔 集 。
法律不是冷冰冰的条文，每个个案的判
决都是法理、事理与情理的平衡。公平
和正义，不仅要在法条中体现，更重要
的是在每一桩个案中得到回响。作者
结合近几年的热点案件，尤其是女性权
益相关的热点案件，从法律中的情理视
角解读买妻、性别暴力、拐卖妇女儿童、
弑母案等 20 余个热点案件，剖析案件判
决中的法治与情理的考量，在讲究逻辑
与理性之上，关注民众的常情常感，感
受法律的公正与温度，并对“坏人”的辩
护权利、律师的职业困境进行了深刻的
剖析。

（主管）主办：山西省人大常委会 出版：人民代表报社 地址：太原市迎泽大街 319号 邮编：030073 逢星期二、四、六出版 排版：本报照排中心 印刷：江苏鸿兴达邮政印刷有限公司 广告经营许可证号：1400004000054 订阅：全国各地邮局（所） 每期定价：1.60元 全年定价：249.60元

2023年1月17日 星期二 责编：刘 佳 电话：0351-8228873 邮箱：rmdbbfzk@126.com 版式：孙晓杰

8法治·文化

新
书
架

■ 李 哲

现在的智能电视机大多内嵌了多套不兼容的会
员体系，哪怕充了一个会员、再充一个会员，可能你
仍然无法看到你想看的所有影视内容？日前，有网
友表示：“现在的电视机到底是智能电视还是‘智障
电视’？要装宽带，还要装机顶盒，把这些都搞好能
够看我也就认了，但是为什么这个要会员？那个要
充值？”

电视在提供越来越丰富的娱乐功能的同时，也
正在变得越来越复杂、越来越让人捉摸不透。据报
道，智能电视主要有三种场景让消费者陷入“套娃式
充会员”的陷阱，让人“一充再充”：一是不同平台的
会员充值，二是同一平台的不同端口会员充值，三是
区分幼儿内容的会员充值。这些会员充值系统相互
交织，甚至互斥，直让用户“抓狂”。很难想象，电视
机有一天变成了“充值窗口”，而不再是一个单纯的
影视作品呈现窗口。

此前，热门综艺“一年一度喜剧大赛”中的作品
《互联网体检》，讽刺了各种诱导和变相强制消费的
互联网套路，引发了网友强烈的共鸣。用一句话概
括就是：用户苦互联网套路久矣。互联网的本质应
该是便捷化和平民化，但如果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使
得“看电视”这个原本只需要按一按遥控器的事情，
变得异常复杂且充满消费套路，那么就走向了反面。

一个必须直面的事实是，现在电视的受众已经
明显减少，除了一些老年人还在通过看电视来打发
时间外，年轻群体已经不再将看电视作为主要的消
遣活动。如果智能电视复杂的会员制度再影响用户
体验，不仅所谓的智能电视最后只能用做大型电子
显 示 屏 ，甚 至 连 电 视 机 都 可 能 沦 为 一 件 家 庭 装 饰
品。对于电视厂商来说，这无异于竭泽而渔。

当然，不同于以往电视台播什么观众就只能看什
么的模式，用户拥有的唯一权利就是选择调台；如今
的电视接入了互联网，用户可以自己选择看具体的电
影、电视剧、综艺、动漫等。后者因为版权的存在，可
以向用户收费，但问题的关键是要合理收费，要让会
员权益、权限都清晰透明，要提供周到细致的服务。

若是会员的分类太多，充值的“套路”太多，用户
的钱包不够用了，信任也就会被随之削减。一些商家
看似通过这种复杂繁琐的会员制度盈利了，实际上却
是在透支未来的发展空间。说白了，电视最主要的功
能还是播放视听节目，承载过多只会让其丢失本质，
而无视用户的消费体验，也只能将路越走越窄。

警惕智能电视“套娃式”会员陷阱面对乱象，监管须及时发力
■ 孔德淇

随着与互联网端的打通，智能电视在承载传统功
能的同时，其内含的影视资源的数量、品类也变得空
前丰富。然而，电视内置的会员体系细分且复杂，各
个软件端会员互不打通，手机端和电视端还要分开购
买，二者价格差距甚至接近一倍。这也意味着，当下
想观看自己喜欢的节目，不得不下载多款 App、充值多
个 VIP。这已然成为不少人的“同款”烦恼，类似满含
套路的操作在社交媒体上屡见质疑声。

“一充再充”的会员机制有“割韭菜”嫌疑，饱受诟
病也在意料之中。然而，为何相关厂商依然坚持如
此？据业内人士透露，一方面是因电视机厂商无力打
通所有视频 App，只能将这些平台杂糅到一台电视机
中，另一方面则由于预装 App、开机广告、第三方会员抽
成，都是智能电视机收入来源的一部分，其中会员抽成

“占大头”。而当前，尚无法律法规或者国家标准、行业
标准对电视会员业务予以规范，会员业务成为电视机
厂商根据市场需求自行掌握的一项盈利方式。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只要不僭越法律法规、不违
背公共利益和公序良俗，盈利创收无可厚非。但也
应看到，国家发改委和广电总局已明确提出了要遵
循服务成本与社会承受能力相结合的原则。“套娃
式”会员本质上是一场漫天要价、反复收费的“客厅
营销”，不仅影响消费者的观感体验，伤害了他们的
真挚感情，也超出一般消费者的承受能力，扰乱了正
常的市场秩序，涉嫌违反服务成本与社会承受能力
相结合的原则。

网络视听资源再丰富，倘若对消费者缺乏基本的
尊重，不把力气放在改善内容环境、提升用户体验上，
只是盯着消费者的钱包，变着法子敛财，那显然是极
短视行为。在影视消费文化越来越趋成熟、大量免费
和价廉质优的影视资源层出不穷的当下，甘愿当“冤
大头”的消费者将越来越少。

有鉴于此，为了保持整体营收规模，增加销量和
市场占有率，电视机厂商无疑需摒弃“重重套路”，重
新思考定价策略、做好产业平衡，另辟更合理的“创
收”渠道。基于电视机内存在不同体系的会员，已有
厂商在试图打造聚合型平台，涵盖多个平台的视听内
容，以价格公道、资源集约的产品回馈消费者，释放出
积极的纠偏信号。消协组织也不能仅仅呼唤“诚意”，
该亮剑时必须亮剑。

说到底，内置收费规则该不该改革，付费影视产
业朝哪个方向发展，舆论已不厌其烦地提醒相关厂
商：应杜绝唯利是图和霸王条款，充分考量消费者体
验和意见，少一些套路，多一些真诚。继续漠视用户
意见，低估消费者“用脚投票”的决心，只会被市场所
抛弃。长此以往，不仅公众的“阅屏”体验感大大减
损，市场秩序也会为之紊乱。为此，应该加强监管，坚
决遏制乱象，该叫停就叫停，该惩处就惩处，还观众一
份安宁。

■ 宋守山

任何一种媒介，都会在技术发展的驱动下不停
进化，电视也是如此。在数字技术的推动下，当前
电视已经从单一的视频载体演变成智能终端，这是
一种发展趋势。但过程中，“套娃式”收费以及操作
过程中呈现出的“不友好”，也显示出对以电视为代
表的视听媒体进行生态治理的迫切性。

数字技术对于电视媒体的改变，从正向度的逻
辑而言，会发生三个变化。第一，从用户角度出发，
这种媒体会越来越便捷，越来越人性化。第二，从
盈利模式的角度看，对知识产权越来越尊重，收费
是必然，但伴随竞争的激烈，电视的盈利模式会得
到调整，按照优胜劣汰法则，这种调整会越来越有
利于用户的使用。第三，随着平台化的加强，作为
智能终端的聚合性不断增强，智能电视将不再是单
纯的娱乐工具，可能成为一个家庭的智能生活终
端。总之，电视的用户意识会得到进一步加强。

但是，目前智能电视的发展却呈现出另一种状
态。比如，电视既已成了智能媒体和平台型媒体，
那“智能”就意味着使用的便捷以及操作的人性化，
可越来越多的人却觉得自己不会看电视了。使用
麻烦不要紧，让用户苦不堪言的是各种套路，比如
让你购买各种会员。如果不买，对不起，有些电视
剧只能看两集；如果买了，不好意思，可能一天只更
新两集。如果想多看一些，“把遥控器掌握在自己
手里”，那么，再交钱吧……在这个讲究用户体验的
时代，电视的开机率变得越来越低，背后看似是经
济的问题，但本质上会对整个媒体生态产生非常不
好的影响。

电视从来都不是一种单纯的娱乐载体。从电
视“占领客厅”的那一刻开始，已经是重要的信息
传递渠道，国家对于电视的重视也是如此。比如
电视“上星”的目的，主要出于对主流价值和信息
传递的考量，而非单纯的经济利益。那么，如果电
视的开机率降低，必然会影响目前的媒体生态格
局。如果智能电视的媒介生态得不到治理，不能
形 成 大 小 屏 共 振 的 局 面 ，其 问 题 就 会 不 断加重。
现在，数字技术已经导致电视生态产生深刻变化，
这种变化需要有关部门进行系统的生态治理，而非
任其野蛮生长。

智能时代看电视反而更麻烦了智能时代看电视反而更麻烦了？？

视听媒体亟需生态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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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
牛先锋等著 江苏人民出版社

解答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是解答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为什么好的一把钥匙，也是理解中国
化 时 代 化 的 马 克 思 主 义 行 的 根 本 前
提。本书从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
中国与世界等多重维度系统回答了“马
克 思 主 义 为 什 么 行 ”这 一 重 大 理 论 问
题，对于人们理解马克思主义为什么具
有强大的生命力、马克思主义为什么依
然是指引人类社会前行的科学理论，对
于坚定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根本指导
地位、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具有重要
意义。该书兼具理论性和可读性，充分
回答了马克思主义经得起历史检验、时
代检验、实践检验，经得起风险考验，是
被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实践反复证明
了的科学理论，是被人类社会发展证明
了的光辉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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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中国：国家治理的基石》
吕德文著 东方出版社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本书
是作者近几年观察基层治理变迁的作品
结集。近些年，基层中国社会正在经历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一变局，既是顶
层设计推动的结果，更是基层社会内在
动力的变迁结果，乃至于基层社会的每
个角落都深受影响，概莫能外。对于关
心基层变局，想要深度认识中国的读者
来说，本书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角度。为
基层治理赋予创造性、灵活性、适应性，
就是为其找回灵魂。本书呈现了作者近
年来对基层社会的深刻观察与理解，聚
焦于探讨新时代基层治理现代化向何处
去这样一个命题。书中内容涵盖了基层
社会、基层体制、基层治理和基层干部等
多个方面，展现了一个立体的、丰富的基
层中国。

■ 周 欢

民以食为天。粮食，是最重要的生产和生存
资料。在清代，地方常平仓、社仓、义仓等仓储制
度蓬勃发展，集转运、分配、调节市场、救济灾荒
等功能于一身，为平息灾歉、稳定社会秩序提供
了坚实的制度保障。而在司法层面，为保障粮仓
制度的稳定运行，既有对侵贪、徇庇行为的加重
处罚，又有对因公挪移、霉烂仓谷等亏空的豁免，
并且并不仅仅拘泥于律例的形式正义，更注重追
求案件的实质正义，充分体现了清代在惩处粮仓
亏空案件当中的司法价值追求。

各级官员对粮仓亏空之赔补

形式化揭参之分赔。清代对于粮仓的监管
制度规定，上级官员对设立在下一级别的粮仓有
盘查、监督责任。一旦发现粮食有短少亏空，要
立即揭报。如果不予揭报，则分情况将上级官员
一并处罚。若是徇庇，上级官员需要对下属无法
赔补的部分承担无限连带责任。如果只是失察，
未及时发现亏空，则视具体情况进行分赔或者免
除赔补。

然而，在具体的实践当中，却产生了形式化
揭参的行为。这种行为指的是负有监管职责的
官员并不实心揭报，但又为了逃避连带分赔责
任，发展出在下属离任或身故之时扎堆揭报的惯
性做法。

如乾隆十二年时，有官员奏报已故知州刘廷

诏亏空银米，已无家产可以完补，请旨豁免。中央
发现刘廷诏亏空案件于乾隆九年八月初六被参
革，但初七刘廷诏就病故了。所以其中存在明显
的徇庇情节，说明地方官员并不实心揭报，等到
本犯身故，无可弥补之时，则以揭报卸责。乾隆
帝下令亏空项目在刘廷诏各上级官员名下追赔，
并严饬地方官员，如有不实力稽查属员，俟其离
任、身故始行参出者，此次分赔之例，即其榜样。

粮仓亏空的赔补规则通过在各级官员当中
形成一定的监管和连带责任，督促地方官实地
盘查，并及时揭发亏空案件，保证粮食无亏。虽
然上述案件表明不法官员将监管责任和揭报义
务形式化，掩盖了地方粮仓亏空的事实，但在司
法实践当中，通过仍然要求各级官员赔补的处
罚，重申了盘查和揭报的实质意义，无疑对打破
官员垄断真实信息、保障粮食安全起到了积极
效果。

徇庇侵贪的加倍处罚。地方仓储作为救灾
抚恤的重要储备资源，对于赈济灾民来说意义
重大。因此，清代不但对粮仓亏空本犯进行严
厉治罪，对瞒报的上级官员也是严惩不贷。

乾隆五十二年，巡抚海宁在审查书役案件
时 ，偶 然 发 现 该 州 竟 然 亏 短 仓 谷 二 万 九 千 余
石 。 巡 抚 骇 异 ，立 即 将 知 州 纪 闻 歌 拿 问 审 查 。
虽然经过审查，发现亏空的仓谷以折银的形式
贮库，未进行买补，银两大致无亏，但仍然有一
千多石的大豆亏空，知州纪闻歌并不能交代清
楚是挪移还是侵贪。经审查后，纪闻歌按律应
当杖一百流两千五百里，但因为亏项太多，承审
官认为按本例不足以惩罚，加重将其发配伊犁
充当苦差。

同时，在这起案件被揭发之前，纪闻歌已经将
亏空汇报上级官员，未揭报的各知情上司按例应
当进行分赔。但乾隆帝认为分赔不足以惩戒，尤

其是在任数年的总督刘峩、藩司梁肯堂等官，除照
例追缴外，各加十倍罚出，并着交部严加议处。

除了加倍赔补，对侵贪官员的加重处刑更是
常见。侵盗仓粮、贪婪不职，法所难宥，是清代司
法对亏空粮仓的处罚态度。乾隆十五年，查处永
善县知县杨茂亏空银米七千余两时，巡抚图尔炳
阿并未参追，而是私下令布政使、盐道设法帮忙
弥补。乾隆帝认为图尔炳阿徇庇下属侵蚀公项，
败坏一省吏治，按例以流罪问结，所拟太轻。最
后将图尔炳阿比照监守自盗钱粮、银一千两以上
律，拟斩监候，并下旨秋后处决。

以上述粮仓亏空案件的审判为参照，可知清
代按照实质正义对亏空责任进行分配。无论是
明知故犯的捏报，还是表面揭参实质徇庇的行
为，都受到严惩。

粮仓亏空案件之免赔

因公挪移、霉烂仓谷的免赔。与侵贪犯罪加
重处罚形成鲜明对照的，便是对因公挪移和仓谷
霉烂案件的处理。清代财政由于结构性的问题，
地方存留的经费少之又少，导致地方行政事务常
常面临“无米之炊”“等米下锅”的困境。所以，为
了应对某些紧急情况，地方官会在权限外挪垫仓
粮。

比如，乾隆五年，桂林临桂县知县徐上达为
办理军需，将常平仓谷先予挪用，亏空达一万余
石。但后来未补完亏空，便已经病故。经办官员
变卖徐上达家产，无法完赔。又有乾隆九年，上
元县知县卞兆清病故，但其名下仍有大量仓谷亏
空未及时弥补。亏空的项目包括乾隆二年、三
年、七年平粜仓谷，以及乾隆四年咨送受灾流民
路费等。经调查发现，因为地方受灾严重，卞兆
清对仓谷大幅度减价粜卖，而卖谷所得经费不敷
采买，导致仓粮一直有缺。卞兆清病故后，官员

在其子名下继续追赔，但其子赤贫如洗，分文未
赔。上级官员只好对相关情况进行汇报，并按例
奏请分赔。

乾隆帝认为，挪移霉烂之款，既非侵贪重案可
比，亦寻常牧令所不能免之事，将该员律拟覈追，
已足示惩儆，若概令上司分派赔补，揆之情理，殊
失其平，免除了对上司官员的追赔，豁免了亏空项
目。并下令，“嗣后如挪移款项，与仓谷浥变等事，
只将该员议罪着追，不必概令上司分摊赔补。”

由此可见，对于不可避免的亏空，或是因公
事缓急挪垫的亏空，清代的司法给予了官员一定
程度的宽宥。

霉烂仓谷仍令分赔。虽然律令规定对霉烂、
挪移的仓谷不过分追究责任，但如果官员存在明
显的过错，依然要为亏空负责。

乾隆四十三年，地方官奏报开原县仓谷虽无
亏空，但仓廒有三十六间倒塌，其余六十八间也
多歪斜，存贮的粮食也多色变霉烂。由于当时技
术有限，所以避免不了仓粮有一定程度的腐烂，
因而在法律上给予一定的免责。但这起案件中，
居然有如此多的仓廒倒塌、歪斜，这完全由地方
官失职所致。

经过调查，发现历任知县都曾向知府报修，
但府尹勘核后，都以维修资金估价浮多予以驳
回，导致维修仓廒之事一直拖延。承审官认为不
修仓廒之责在于各任府尹，应当将霉烂的仓谷在
府尹名下分赔。得旨允行。

通过对以上粮仓亏空案件判决结果的回溯，
可以较大程度地观察到，清代在处理粮仓亏空之
时，并不拘泥于例文的字面意思，而是灵活解释
并适用法律，根据具体的案件情节，合理分配相
关责任。对打击侵盗粮食行为、维护正常的吏治
秩序有正面的效果。

（作者单位：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学院）

清代粮仓亏空案件的实证分析

新闻背景：

近期，“看个电视太费劲了”的话题登上热搜。有网民发视频吐槽智能电视视频 App 收费高，

通过电视机下载的视频 App 看电视剧、电影、动画居然要分别收费。吐槽视频也收到了很多网友

的点赞和留言。人们常说技术改变生活，但网友们的共鸣又不禁让人发问：为何智能时代，看电

视反而更麻烦了？（1月 11日《中国青年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