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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 记 者 上 壹 点

葛公民论坛

打击恶俗直播，约谈需要“硬”起来

本来应该起到震慑作用的约谈，在某些直播平台眼中，却变成了“闲谈”。由于缺
少有力的追责，约谈监督效果因此大打折扣。

葛评论员观察

□史奉楚

6月19日，北京互联网法院
通报，在审理杨紫名誉权侵害
案时，发现被告张某伪造证据，
对张某罚款10万元。杨紫方表
示，张某在微博上多次发表有
损杨紫名誉的言论。而张某却
称，自己身份证和手机早已丢
失，微博账号是他人冒名注册，
并出具了派出所证明材料。派
出所表示，未给张某开过身份
证丢失证明。法官认为张某伪
造公安机关的多份证明材料，
妨碍审理工作，对张某罚款10
万元。

据报道，该新闻一度冲上
了微博热搜榜的第一位，而绝
大多数网友均为法院的处罚点
赞。应该说，此事件之所以引起
轰动，既有明星效应的结果，也
有公众对不诚信行为深恶痛绝
的结果。而该事件的广泛曝光，
无疑能够起到警示作用和普法
作用，让更多人认识到向法庭

撒谎的代价。
诚实信用既是一个人为

人处世的原则，也是从事社会
活动和市场交易的准则，更是
参与诉讼活动的底线。现实生
活中，人们难免会遇见纠纷，
进而通过诉讼方式加以解决。
但司法裁判的权威性和强制
力决定了人们参与诉讼活动
时，必须实事求是地陈述事
实，提供真实的诉讼材料，不
得有虚假陈述，隐瞒真相，伪
造、篡改证据材料等“撒谎行
为”。

虚假陈述，伪造、篡改证据
材料这些欺骗法官的行为，极
易导致法官据此作出错误的裁
判。这既严重损害对方当事人
的正当权益，也将损害司法的
权威和尊严。因为，任何裁判都
是法官代表国家依法作出的具
有定分止争作用的权威法律文
书，是对法律具体应用的结果。
可以说，向法庭撒谎，欺骗法官
的行为既是对法律的蔑视，也

是对诚实信用的践踏。因而，任
何时代，任何国家都严惩欺骗
法官的行为，这是维护法庭尊
严的应有之义。

对此，根据《民事诉讼法》，
诉讼参与人伪造、毁灭重要证
据，妨碍人民法院审理案件的，
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情节轻重予
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
法追究刑事责任。其中，对个人
的罚款为10万元以下，对单位
的罚款为5万元至100万元。由
此可见，此事件中，法庭对伪造
证据的行为人张某实施了顶格
处罚。

而梳理报道可知，其被顶
格处罚一点也不冤。张某伪造
了公安机关的多份证明材料，
且均加盖有公安机关的印章。
以试图证明涉案微博账号不是
其注册并使用，而这对裁判结
果具有非常紧密的利害关系。
因而，其具有十分明显的主观
恶意，以及对司法机关和公安
机关管理秩序的蔑视。

进而言之，其伪造公安机
关印章和证明文件的行为，既
触犯《治安管理处罚法》，也可
能触犯《刑法》，涉嫌伪造、变
造国家机关公文、印章罪。也
就是说，法庭仅对该行为人予
以顶格处罚而未深入追究其
更重的法律责任，已属于网开
一面了。

应该说，登上微博热搜的
该事件，具有不可忽视的警示
意义和普法意义。并向公众普
及这样一个常识，即敬畏法
庭，不向法庭撒谎是不亚于官
司胜负的“大事”。不把法庭当
回事，向法庭撒谎者，无论其
官司胜负，都将承担高昂的代
价。只有少些投机取巧，将诚
实信用作为从事社会活动和
诉讼活动的准则，才会降低诉
讼风险，不至于弄巧成拙，得
不偿失。

□戴先任

疫情期间，一些未成年人“宅”
家沉迷打游戏，瞒着父母充值，家
长找网络游戏公司投诉要求退款
多数未果。记者调查发现，2019年
国家新闻出版署印发《关于防止未
成年人沉迷网络游戏的通知》，对
未成年人玩游戏的时长、单次充值
金额等都做了规定，但一些游戏商
家并未严格落实相关规定，而是通
过各种手段打擦边球。

未成年人瞒着父母充值数千
甚至上万元，相关规定成了一纸空
文，一些网络游戏公司并没有履行
好自身应尽的管理责任，没有严格
落实相关规定。如在今年4月，江苏
省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发布的
消费调查报告称，9款手机游戏可通
过成年人的第三方账号登录，实名
认证流于形式；3款手机游戏在游客
模式下可直接充值消费；4款手机游
戏在未成年人实名认证后充值金
额不受限，且退款流程复杂。

未成年人心智尚未成熟，自控
能力与认知能力欠缺，一些网络游
戏设置了相应的激励玩家充值的
机制，未成年人就更容易沉溺其
中。

一些网游企业套路满满：“以
租代售”绕过实名制、游客模式可
充值……这些“应变措施”绕过了
相关部门对未成年人游戏时间、充
值金额等进行的限制，让他们“大
赚”未成年人的钱。

国家相关规定不容游戏公司
“变相践踏”，对这些唯利是图的游
戏公司，要加大惩治力度，要督促
相关游戏公司尽快落实相关规定，
防范未成年人冒充家长或其他成
年人玩游戏问题。近日，最高人民
法院发布指导意见明确，限制民事
行为能力人未经其监护人同意，参
与网络付费游戏或者网络直播平
台“打赏”等方式支出与其年龄、智
力不相适应的款项，监护人请求网
络服务提供者返还该款项的，人民
法院应予支持。“青少年网游充值”
勿成堵不上的漏洞。只有让无良游
戏公司无利可图，增加他们的违规
成本、违法成本，他们才不会再将
贪婪的黑手伸向未成年人。

“未成年人网游充值”

勿成堵不上的漏洞

□本报评论员 朱文龙

近日，国家网信办会同相
关部门对国内31家主要网络直
播平台的内容生态进行全面巡
查，10家网络直播平台存在传
播低俗庸俗内容等问题，被依
法约谈处置。

有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3
月，我国网络直播用户规模达
5 . 6亿，较2018年底增长1 . 63亿，
占网民整体的62%。就在直播行
业飞速发展的同时，一些庸俗甚
至低俗的内容也开始在网络上
泛滥。在此次巡查中发现，有的
直播平台为追求流量、吸引眼
球，任由主播穿着暴露、言语粗
俗、行为恶劣，通过“送福利”、低
俗表演、下流动作等方式吸引用
户进行高额打赏，甚至诱导未成
年人进行充值打赏。

这些低俗庸俗的内容，在
污染网络空间、向社会传播不

良价值观的同时，还会引发“劣
币驱除良币”现象，优质的直播
内容将会被逐步赶出市场，长
远来看，不利于直播行业的进
一步发展。因此，有必要对这些
乱象进行整治。此番由国家网
信办会同相关部门牵头对网络
直播平台进行巡查，可以说非
常及时，也很有针对性，既惩戒
了违法违规者，又警示了其他
平台，有力地促进直播行业健
康有序发展。

在被约谈之后，许多直播
平台表示，将会严格落实约谈
要求，对照问题彻底进行有效
整 改 。目 前 ，许 多 直 播 平 台
App，在明显位置注明了“认
真整改中”。但也需要看到，本
来应该起到震慑作用的约谈，
在某些直播平台眼中，却变成
了“闲谈”。整治低俗庸俗内
容，固然离不开企业的自律 ,但
是过往的事实已经多次证明 ,

如果没有强有力的外部约束 ,
这些承诺终会变成“镜花水
月”。事实上，类似的约谈，有
关部门组织了不止一次。如在
2018年，“斗鱼直播”“虎牙直
播”便因平台存在着种种不符
合当代社会价值观和不良风
气的现象而被约谈整改。但约
谈之后，这些直播平台仍是我
行我素，低俗庸俗内容仍屡禁
不止。此次整改之后，是否能
彻底杜绝恶俗直播，我们拭目
以待。

一些直播平台之所以屡
教不改 ,关键就在于“利益”二
字。低俗庸俗的内容，瞄准的
是人性的弱点，看客为了满足
低俗乐趣，往往会向主播疯狂
打赏。借此，直播平台在获得
了流量的同时，赚得了不少利
润。而与此同时 ,我国直播行业
尚处在野蛮生长的阶段 ,对于
低俗庸俗内容的泛滥 ,尚没有

强有力的制约措施，在这种情
况下 ,一些直播平台出现“罔顾
企业主体责任”现象也就不奇
怪了。

在过去的约谈中，相关部
门的措辞不可谓不严厉，直播
平台的道歉不可谓不诚恳，但
事后，由于缺少有力的追责，约
谈监督效果因此大打折扣，也
难以给直播平台带来压力。

有鉴于此，相关部门有必
要做好约谈之后的“文章”。一
方面，要提高平台的违法成本，
倒逼其重视直播内容的质量。
另一方面，要对直播平台做好
常态化监管，确保直播平台的
承诺落实到位，取得看得见的
实效。对于多次警告仍屡教不
改的直播平台 ,轻则对其“亮黄
牌”,实施经济重罚；重则对其

“亮红牌”,取消其业务准入资
格,永远限制进入。唯有如此，网
络环境方能天朗气清。

伪造证据被罚10万元 具有警示和普法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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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一家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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