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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幸福生活是各国人民的共
同愿望，顺应人民期待、推动人类进
步是历史赋予的时代责任。

“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
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
展，让各国人民共享经济全球化和
世界经济增长成果”。在首届中国国
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主旨演讲中，
习近平主席呼吁各国超越差异和分
歧，发挥各自优势，推动包容发展，
展现了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道义
与担当。

让各国人民共享经济全球化和
世界经济增长成果，需要顺应经济

全球化的历史大势。经济全球化为
世界经济增长提供了强劲动力，造
福了世界各国人民，是社会生产力
发展的客观要求和科技进步的必然
结果。这个大势不可逆转，不依人的
意志为转移。面对保护主义、单边主
义抬头，面对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
体制受到冲击，唯有顺应大势，共同
应对风险挑战，才是正确选择。中国
是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更是贡献
者。过去40年中国经济发展是在开
放条件下取得的，未来中国经济实
现高质量发展也必须在更加开放条
件下进行。这是中国基于发展需要

作出的战略抉择，同时也是在以实
际行动推动经济全球化造福世界各
国人民。中国顺应经济全球化大势
的务实行动充分证明，中国不仅发
展了自己，也造福了世界。

让各国人民共享经济全球化
和世界经济增长成果，需要共同建
设开放型世界经济。在世界经济经
历深刻调整变革之时，只有开放才
能使不同国家相互受益、共同繁
荣、持久发展，才是各国应当作出
的明智选择。“相通则共进，相闭则
各退”，各国应该坚定建设开放型
世界经济，旗帜鲜明反对单边主义

和保护主义，推动构建公正、合理、
透明的国际经贸规则体系，推进贸
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促进全球
经济进一步开放、交流、融合。习近
平主席在演讲中强调，中国国际进
口博览会不仅要年年办下去，而且
要办出水平、办出成效、越办越好。
这正是中国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
经济的实际行动。中国将继续推进
共建“一带一路”，为全球提供开放
合作的国际平台。中国采取的一系
列务实行动，正是为了推动全球共
同开放，以开放带来合作，以合作
促进发展。

让各国人民共享经济全球化和
世界经济增长成果，需要推动经济
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
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据有关统
计，现在世界基尼系数已经达到0.7
左右，超过了公认的0.6“危险线”。
同时，全球产业结构调整也给不同
产业和群体带来了冲击。面对这样
的“发展赤字”，需要积极引导经济
全球化发展方向。只有让经济全球
化进程更有活力、更加包容、更可持
续，让经济全球化的正面效应更多
释放出来，实现经济全球化进程再
平衡，才能让不同国家、不同阶层、

不同人群共享经济全球化的好处。
习近平主席宣布的进一步扩大开放
五个方面重大举措，正是以实际行
动推动更高水平开放、支持经济全
球化，欢迎各国把握新时代中国发
展机遇，搭乘中国发展的“快车”“便
车”，实现共同繁荣进步。

“独木不成林，孤雁难成行。”牢
固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携手
努力、相向而行，推动各国共同发
展、推动全球共同开放，让各国人民
共享经济全球化和世界经济增长成
果，我们就一定能够建设一个更加
美好的世界。

近日，“冒牌林俊杰年入百万，
经纪公司准备提告”的消息在网上
热传，甚至引来著名歌手的转发评
论。事实上，该消息原是2014年的
一则旧闻。彼时，林俊杰所属经纪
公司华纳唱片表示，模仿秀演员范
一贤经常打着林俊杰旗号在内地
参与表演，公司曾专门派人警告对
方，但因范一贤有时是以模仿秀名
义表演，有时又直接借林俊杰之名
进行宣传，取证困难，所以暂时没
有采取法律手段维权。（11月8日
《北京青年报》）

模仿秀可谓是一个司空见惯
的现象。于模仿者而言，通过蹭明
星的流量，从而获得了不匪回报；
于观众来说，也可以通过低成本
方式满足娱乐需求。在这其中，似
乎只有明星才是受害者。

其实，明星也未必就是输家。
记得当年旭日阳刚演唱汪峰的《春
天里》，后来汪峰方面发出最后“通
牒”，要求旭日阳刚不再翻唱。当然
汪峰方面有权这么做，但在当时，
也有声音说，旭日阳刚的演唱其实
也给汪峰带来了收益，很多人因为
旭日阳刚而知道了《春天里》，再因
为《春天里》而知道了汪峰。其中的
复杂关系，很难一语道清，但不可
否认，很多明星其实并不是在意自
己被人模仿。而有没有人模仿，有

多少人模仿，甚至成为明星影响力
的一个重要评判。

问题的关键，是非三赢，并非
“旁观者清”，明星的“一面之词”
是最重要的声音，必须倾听的声
音。一些明星并不愿意被人进行
商业性，甚至低俗化模仿。很多时
候，甚至不是明星有什么想法，而
是明星的粉丝有想法。譬如“山寨
林俊杰”事件发生后，就有林俊杰
的粉丝们专门在网上设置了“反
对范一贤假冒林俊杰进行‘商业
活动’”的粉丝专页，并要求林俊
杰所属的华纳唱片出面解决。而
华纳唱片也据此作出了反应。

作为一种表演形式，模仿秀
有其存在理由，但不能从模仿走
山寨。而现在，模仿与山寨之间的
边际并不明晰。虽然现行法律没
有明确规定模仿是否侵权，但《著
作权法》等法律法规还是有着基
本规定。一般人喜欢一个明星及
其作品，在生活中表演，因为不以
营利为目的，不会构成侵权。但职
业模仿者，是以营利为目，即便表
演者没有报酬，但表演的组织者
是有收入的，这就涉及到侵权问
题。而一些模仿秀，刻意打擦边
球，甚至假冒明星身份宣传，更是
实实在在的侵权。

当下，有必要在模仿与山寨之
间明确一道边界。一般的模仿，如

无商业目的，自娱自乐，自无不可，
相信明星也是乐见的。如有商业为
目的，恐怕还要“先小人后君子”，
通过一定渠道事先与明星沟通，获
得一定授权。特别是职业模仿者，获
得了大量收益，更不能装傻装可怜，
偷偷在一旁赚钱。而一些模仿秀，刻
意淡化模仿，比如说模仿林俊杰，宣
传海报中，“林俊杰”三字之前虽有
一个“小”字，但其字号要小得多，不
仔细很难看出来，这就是在玩火了。
至于说直接打着明星的牌子欺骗
观众，已然是直接侵权了。

明星对于模仿者的态度，其实
也很矛盾。一方面，有些明星不愿
意形象被人进行商业性模仿，另一
方面，这些模仿者往往以弱者形象
出现，明星担心自己如果强势维
权，会给人带来恃强凌弱的联想。
在“小林俊杰”事件中，歌手韩红就
曾转发过微博，并且评论，“太无耻
了，欺人太甚！模仿秀，我们都能接
受，因为都要活着，要吃饭，放你一
马，但是你用‘林俊杰’的名字欺骗
消费者就太无耻！”也可以从中看
到矛盾心理。

“小林俊杰”事件带来了模仿
边界的思考，不管如何，模仿与山
寨之间不能只有道德判断。当前，
应在模仿与山寨之间找到边界，
形成共识，这也有利于模仿秀更
好发展。

“双十一”行至第十个年头，已
从一个电商促销活动演变为一场
覆盖数亿人次的消费狂欢。从某种
意义上说，“双十一”的十年，是线
上线下博弈的十年，是电商企业垂
直发展的十年，更是消费需求和支
付方式变化的十年。经过多年的网
购洗礼，大众的消费热情逐渐降
温。（11月8日《青岛日报》）

“十年之前，我不认识你，你
不属于我。”对于无数网友来讲，

“双十一”最初只是“光棍节”自我
解嘲的乐趣，被电商平台拿来做
为回馈网友的由头。却不料一路
走来，演化成长为全球最大的网
购狂欢节，每年都吸引了亿万“剁
手党”光顾，开启疯狂的“买买买”
模式，销售额亦逐年快速增长。而
在“双十一”进入十周年之际，也
发生了一些变化，电商促销带给
消费者的刺激性已然消失，层出
不穷的促销“套路”令人生厌，疯
狂抢购的劲头不再，回归理性消

费则成为必然趋势。
这些年来，随着电商竞争的

加剧，各家电商都使出了浑身招
数，以各种名义搞促销活动，吸引
消费者下单。目前，隔一段时间就
有类似的促销活动，由“双十一”
延伸出“618”“双12”“周年庆”“开
学季”等诸多促销日，促销方案不
断翻新，消费关注度被摊薄，对

“双十一”的关注度比以往有所减
少。而且，表面上看促销日的活动
都不同，但核心模式并未改变，依
然是以大折扣做促销噱头，久而
久之亦产生了审美疲劳。

名义上的大折扣、大优惠，往
往只是花样百出的“套路”，各种层
层叠叠的折扣促销方案，已然成为
折磨人的“烧脑游戏”，甚至有人戏
称是在玩“奥数”测试，没多少人能
够搞明白，令人望而生畏。更何况，

“双十一”充满虚假促销、假冒伪
劣、刷单、产品双标等丑闻，引起社
会舆论的强烈批责，冲动性购买亦
诱发了节后大批退货，均令“双十

一”的魅力大为减分。
十年来，“双十一”基数已经做

大，增长速度也就放缓了，天花板并
不遥远。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全
国网上零售额的增速从2014年的
49.9%连续三年下滑至26.1%，显然
已经不可能再保持高速增长态势，
这对电商平台和商家而言，亦是需
要面对的现实。在互联网人口趋于
饱和，市场红利逐渐消失，电商进入
存量竞争，消费者口味发生变化，对
商品和服务质量亦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均促使商家不得不转型升级。

显而易见，在“双十一”十周年
之际，低价促销效应正在消减，华
而不实的促销“套路”逐渐失去市
场，消费者不再疯狂抢购，开始更
加理性看待电商促销活动，以更为
实用的眼光去选购商品。“双十一”
回归消费理性是好事，也是消费升
级的必然趋势，势必将引起连锁反
应，促使平台和商家围绕消费者需
求，提供更优质的商品和服务，以
适应新时代的消费模式。

“双十一”十年应回归理性消费
□江德斌

小熊要爬很陡峭的雪山跟上
妈妈，虽然一次次失败滑下山坡，
却仍一次次奋力尝试，最终成功
登顶——这段视频被竞相转发，
人们纷纷为小熊的顽强和不放弃
点赞。相信很多家长会拿小熊爬
雪山的视频去教育自家的“熊孩
子”，然而，你可曾想到正是熊妈
妈按捺焦虑、舍得放手、耐心等
待，才赋予了小熊放手一搏、永不
言弃、愈挫愈勇的意志和作风。

当下，很多家长因为孩子的
教育陷入难以名状的焦虑：砸锅
卖铁“倒贴式”甩卖，只求有人把
娃和作业一起接走；不陪作业，母
慈子孝，一陪作业，鸡飞狗跳；辅
导孩子是“危险工种”，会要命！凡
此种种，看似戏言，实则吐露了现

实生活中，众多家长面对孩子教
育成长问题时的身心俱疲、苦不
堪言，甚至真有年轻妈妈因孩子
写作业“磨蹭”被气到突发脑梗。

每当夜幕降临，万家灯火中，
一幕幕与辅导作业有关的人间悲
喜剧，在一张张书桌前轮番上
演。一声叹息一滴泪，一声吼叫
一声悲——每个窗口都投射出
中国家长的教育焦虑：担心孩子
不自律，管不好自己；担心孩子
不如别人而自尊心受伤、自信心
受挫；担心孩子在激烈的社会竞
争中没有立身之本、立足之地
……父母的万般焦虑挤压了孩子
身心成长需要的空间，大包大揽、
严格管控只为许给孩子一个“幸
福的未来”。愿望很美好，现实却

很残酷。违背规律地画地为牢，时
时管、事事管，其结果往往事与愿
违，孩子长成了缺乏独立性的“妈
宝”和“巨婴”。

其实，面对孩子成长中的各
种问题，家长们不妨学学那只熊
妈妈，放手让孩子独立自主地去
做、去体验力所能及的事情，承担
应有的责任。家长要做的就是放
手不放任、扶持不挟持、关爱不溺
爱、宽容不纵容，着重培养孩子适
应环境的能力、克服困难的信心
和百折不挠的意志品质。

孩子终有独立生活的一天，
与其替他遮风挡雨，包办一切，不
如适当放手，让他学会在暴风雨
中挺立，让他学会自食其力。只有
这样，才能见证成长，收获幸福。

上世纪70年代，艺术家安迪·
沃霍尔曾对未来做出两个预言：“每
个人都可能在15分钟内出名，每个
人都能出名15分钟。”然而，在短视
频时代，一个人出名可能只需要15
秒。一段手指舞，几句翻唱，一个搞
笑模仿片段，甚至一句话，都能让一
个人迅速成名。于是，创作者乐此不
疲，少数人还从中获得丰厚的回报，
而围观者也是沉迷其中无法自拔，
最终让现在的短视频市场一片红
火。（11月8日中国新闻网）

包括抖音、快手等在内的短视
频之所以一夜爆红，热度不减，和两
个方面有着直接而密切的关系：其
一，很多年轻人希望借助短视频平
台一夜成名，然后名利双收，过上自
己想要的生活。尤其是当其中一些
人通过美妆、说唱、搞笑等等短视频
内容实现了目标，获得了成功以后，
对其他人更是带来了极大鼓励作
用。其二，众多围观群众从短视频中
找到了精神寄托，开始把其当成了
休闲娱乐、打发时间的一种消遣方

式，结果慢慢上了瘾，“中了毒”而无
法自拔。

两种作用力之下，为短视频平
台带来了巨大的流量红利，于是各
路资本纷纷进入，有投资的，有打
广告的，一条产业链就此形成。本
来这也没有什么不好，少数人因此
名利双收，多数人让自己的精神文
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元。但是逐渐
的，问题和弊端开始显现。首先是一
些短视频的制作者为了吸引眼球、
制造爆款而变得不择手段，一时之
间色情、暴力、赌博等等乱象频出，
经过国家有关部门的严厉打击“黄
赌暴”问题有所收敛，但是打道德与
法律擦边球的现象又开始变得突
出。一些人为了拍摄短视频，任性开
豪车占用道路、阻断交通；有些人恶
作剧过了头，肆意愚弄路人，不以为
耻，反以为乐……其次是一些网友
错把短视频当成了现实生活，模仿
短视频内容在大街上强行搭讪年轻
女性等等，结果引发矛盾和冲突，甚
至因此被拘留。

如果说以上这些现象还不是

普遍现象的话，短视频流行带来的
更大问题，则是让无数人浪费了无
数的时间和精力在里面，但是却没
有什么正面、积极的收获。在短视频
兴起之前，碎片化阅读的现象引发
过社会广泛讨论，最后达成的基本
意见是碎片化阅读可以有，但不能
代替传统阅读。而和碎片化阅读比
起来，我们把碎片化时间，甚至是大
把大把的非碎片化时间浪费在观看
短视频上，显然是对生命的一种巨
大浪费，还不如过去的碎片化阅读，
因为那至少还是一种阅读，可以得
到精神方面的滋养，而短视频带给
我们的只有感官上的刺激。

当越来越多的人把本来应该
用在学习、工作、锻炼上的时间都
浪费在了短视频上，这既是一种个
人的悲哀，也是一种社会的不幸。
当我们沉迷于短视频无法自拔，我
们与生活的距离与隔膜就会越来
越大，就会错过生活本来的样子，
而我们的人生，并不会因为看多了
短视频而变得更好，只会原地踏
步，或变得更加糟糕。

让各国人民共享经济全球化和世界经济增长成果
——论习近平主席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主旨演讲

教育“熊孩子”首先学学熊妈妈别因沉迷短视频而错过真生活
□苑广阔

“小林俊杰”事件带来模仿边界思考
□毛建国

□人民日报评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