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类人返乡下乡
投身农村“双创”

据新华社消息 随着
“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战
略的深入推进，一大批“双
创” 人员投入现代农业和
新农村建设。 据农业部最
新统计， 全国各类返乡下
乡人员已达700万人，为推
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 培育农业农村发展新
动能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农业部15日举行的
新闻发布会上， 农业部农
产品加工局局长宗锦耀介
绍说，农村“双创”群体主
要是三类：具有农村户籍
的农民工、中高等院校毕
业生和退役士兵等返乡
人员，具有城镇户籍的科
技人员、中高等院校毕业
生、有意愿有能力的城镇
居民等下乡人员， 以及农
村能人和农村青年等本乡
人员。

无人商业战火
蔓延到供应链

据北京商报消息 无
人商业的竞争开始从线下
布点的跑马圈地走向供应
链竞争。 国内最大的水果
专营连锁企业百果园宣布
与七只考拉、好品、领蛙等
联合发起的“大百果联
盟”，意在改变国内无人便
利店以销售常温包装食品
为主， 对生鲜是想爱又不
敢爱的局面。百果园表示，
将在六个月时间内实现
6000个网点覆盖， 未来也
不排除推出自助售卖柜的
计划。

万

央行15日公布了《2017�
年第三季度城镇储户问卷
调查报告》。《报告》 显示，
46.2%的居民预期下季房价
“基本不变”， 有31.8%的居
民预期“上涨”,10.3%的居民
预期“下降”,11.8%的居民
“看不准”。据悉，这份报告
是央行在全国 50�个城市进
行了 2�万户城镇储户问卷
调查作出的。

13日，世界经济论坛发
布的《2017年人力资本报
告》指出，全球人力资本平
均开发利用率仅为62％，缺
乏新技能培训和终身受教
育机会是阻碍各国充分利
用人力资本的重要原因。报
告认为，无论是发达经济体
还是发展中经济体，都尚未
充分挖掘人力资本对经济
的贡献潜力。

14日晚间， 国内大型的
比特币交易平台比特币中
国发布停止所有交易业务
的通知。根据通知，2017年9
月30日数字资产交易平台
将停止所有交易业务。比特
币价格应声大跌超20%，其
间跌破2万元。

国家信息中心分享经
济研究中心近日发布了《共
享单车行业就业研究报
告》，报告指出，到2017年7
月，国内共享单车累计投放
量约1600万辆，带动10万人
就业。目前我国共享单车全
行业日订单在5000万单左
右。2017年6月，国内共享单
车用户规模达到1.06亿，占
全国网民的14.11%。

15日，2017《商学院》首
届商业领袖高峰论坛暨智联
招聘“2017中国年度最佳雇
主”百强榜单在北京发布，阿
里巴巴、京东、联想等企业入
围百强榜单，“百强雇主”中，
IT/通信/电子/互联网行业
入围数量最多，达25家，从地
域看，北京、上海、广州上榜
企业高达79家。

一个刷脸的时代， 说来就
来了。据媒体报道，此前，中国
农业银行已在贵阳两台自助取
款机上线“刷脸取款”，此外，招
商银行2016年也在全国106个
城市近千台ATM机上实现了
“刷脸”取款。

而就在9月13日凌晨，苹果
新品发布 iPhone� X， 新功能
“Face�ID”尤为引人瞩目。以后，
无论解锁iPhone�X或用它进行
支付，看一眼手机就可以了。

在这个人脸识别技术应用
大爆发的时代， 苹果将指纹识
别改为红外线面部识别。 在未
来，“看脸” 带来的人工智能技
术演进， 将因为苹果的推动而
拥有无限的想象空间。

只是，当舆论都在为“人脸
识别” 叫好时， 或许也该问一

问，刷脸安全吗？任何新技术都
可能是双刃剑， 在传递“黑科
技”的同时，我们该如何防范其
中潜藏的安全隐患？

“人脸识别”就好比是一把
芝麻开门的钥匙， 开启系统，进
入应用，或者以“刷脸”作为一种
支付路径， 而正是在这个过程
中，大量的用户“人脸”信息被采
集并储存。不只苹果系统，其他
与之连通的商业机构、组织等均
有可能“正当”地获取众人的个
人信息。这本身就是一个庞大的
个人“生物特征”标本库。

这个标本库里收录的信息
是全方位的，你的姓名、性别、年
龄、职业、手机号、邮箱……还有
你的脸，甚至还包括你不同情境
状态下的情绪等，都被整合在一
起。在信息即价值的时代，这样

精准、翔实的“立体”资料，也必将
成为各方环伺围猎的目标物。

并不是说，“人脸” 被收录就
必然指向泄露， 乃至被别有用心
者倒卖，或被用来行骗牟利。只是
刷脸技术的成熟， 让我们真正进
入了一个“弱隐私”时代。一旦用
户的账户信息以及人脸特征同时
外泄，利用“人脸识别”技术将个
人财产转移， 并非天方夜谭。此
前， 因个人信息泄露而导致的诈
骗事件并不鲜见。

目前，在“人脸识别”技术领
域， 我国尚无相应的安全监管机
制。 随着科技的快速发展，“人脸
识别” 注定会成为公民日常生活
的常态。理应及早未雨绸缪，预作
防范。 等到出现问题与危机才来
介入，那不仅会影响技术的演进，
也会提高社会成本。 ■据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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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评

车市迎合乙醇汽油，终究还要靠价格说话

TA说瞭望创智

让观念迎合市场， 还是让
市场迁就观念， 这是一个哈姆
雷特式的问题。

近日， 国家发改委等15部
委联合下文，提及到2020年，全
国范围内将基本实现车用乙醇
汽油全覆盖。

一石激起千层浪。 老话题
有了新解释， 有了政府新的背
书，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冉冉升
起的汽车大国， 无论是企业还
是个人，都不可能与之绝缘。

对于乙醇汽油， 现在存在
两个“舆论场”，各说各的：力挺
派的理由是作为环境友好型的
生物质能， 使用乙醇汽油可以
有效减少汽车尾气中的碳排
放、 细颗粒物排放以及其他有
害物质的污染， 从而改善空气
质量； 持怀疑态度的则认为乙

醇汽油有天然“缺陷”，比如动
力不足、 损伤汽车引擎等。然
而，这些论断，要么似是而非，
要么人云亦云， 总之感性大于
理性，存在妖魔化的倾向。

不过， 没有价格优势这一
点， 在所有诟病中相对靠谱一
些。环保是“政治正确”，但市场
选择往往是成本收益比较的结
果。打破已经成型的路径依赖，
不能只有动之以情， 也要晓之
以“利”。电动汽车在中国的快
速发展， 离不开财政补贴的强
刺激。同理，乙醇汽油的推广，
也应该利用价格杠杆， 而不能
做道德动员， 以及简单粗暴的
“一刀切”。

目前， 在一些省市乙醇汽
油得到近乎强制的推广， 消费
者没有“用脚投票”的权利，因

此反弹情绪更强烈一些。 基于
信息不对称以及习惯使然，消
费者对乙醇汽油并不感冒。我
们至少需要一场有关乙醇汽油
利弊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
直面国内的油品质量升级和车
油标准不同步等问题， 澄清的
同时也倒逼改革。 如果一味行
政命令开道， 将市场问题置换
成是非问题， 解决问题的成本
将是不菲的。 用市场化方式解
决供需问题， 从长期来看成本
最低，并且一劳永逸。

事实上， 乙醇汽油并不是
一个人在战斗。稍早前，在中国
汽车产业发展国际论坛上，工
信部副部长辛国斌透露， 针对
一些国家已经制订了“燃油车
禁售时间表”，目前工信部也启
动了相关研究， 将制订中国的

时间表。 同样也是一石激起千层
浪。两则新闻放在一起看，不言而
喻， 清洁能源和新能源车的谋篇
布局呼之欲出。

对外， 我们签了应对全球气
候变化的巴黎协定；对内，我们既
有大气治理的民意压力， 也有着
相关产业“弯道超车”的考量。在
传统燃油车行业， 尽管多年来奉
行“以市场换技术”，但效果并不
如我们预期的那样丰厚， 中国汽
车行业并未形成核心竞争力。但
在新能源车领域， 中国至少没有
输在起跑线上， 甚至具备些许领
先优势。 中国的新能源车市场渐
成规模， 瞩目全球， 如何趁热打
铁， 一举奠定中国在新能源车产
业上的优势和胜势， 将是一篇大
文章。

■据北京商报

面孔

9月15日，国务院发展研究
中心高级研究员吴敬琏在2017
金融街论坛上指出， 当前国内
经济发展有两个主要的目标，
一个是要稳住经济增长， 防止
经济的失速。 另外一个则是要
去杠杆，防止出现系统性风险。

吴敬琏说，这两个目标需要
同时实现，但是他们之间存在矛
盾。就出现了一种现象，当要去
杠杆、防止系统性风险积累的时
候， 往往就会出现增长率下滑，
但是反过来要促进经济增长率
的稳定， 保持中高速增长的时
候，又出现了杠杆率上升，风险
积累，被人们称作为“翘翘板效
应”，摁住这头，那头就上来了，

再把那头摁住，这头又上来了。
吴敬琏表示，从学理上说，

金融业基本功能是在于通过在
地区之间、在行业之间、在不同
的时间段之间， 分配金融资源
带动经济资源的有效配置。可
是在依靠信用膨胀， 依靠货币
超发来解决一切问题的情况
下，金融业的行为就会扭曲，背
离其经济发展中原先所担负的
功能，“变成了一个扭曲了的盈
利模式， 就是靠本身数量扩张
来赚钱”。

“跷跷板效应”的破除需要
供给侧改革助力， 通过供给效
率的提高， 用比较低的资源投
入取得较高的增长效果。

在此过程中，吴敬琏指出，金
融业就需要回归本源，通过货币、
资金的先行作用来实现经济资源
的有效配置和利用。

■据界面新闻

破除“跷跷板效应”，金融业需回归本源

刷脸时代，隐私保护应未雨绸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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