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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韩丹东

  两个穿着T恤的年轻人并排站立，各自

垂着胳膊挨近对方，胳膊上从肩到腕依次排

列4个大号夹子夹住皮肉，4对夹子两两用橡

皮筋连着，然后两人向相反方向歪身，橡皮筋

产生张力拉扯双方的皮肉，谁先忍受不了疼

痛算输，被对方用拳头敲打头。

  这是《法治日报》记者近日在某平台看到

的一则短视频，其中展现的生理痛苦让人非

常不适。

  记者在一些短视频平台检索发现，含有

类似暴力内容的短视频不在少数，有的是暴

力惩罚，有的是暴力殴打，更值得关注的是，

这些短视频点击量动辄几十万次、上百万次，

短视频的评论区中，还有不少网友让博主“打

得再用力些”。

  这种包含暴力内容的短视频何以突然火

爆？是否存在不良导向？相关平台是否有责任

对此予以治理？带着这些问题，《法治日报》记

者进行了调查。

暴力内容随处可见

违背公序良俗底线

  在某短视频平台上，记者搜索“挑战类游

戏”，随机发现一个名为“××【砥砺前行】”的主

播，其粉丝量高达58.2万人，发布的短视频内容

多为通过游戏输赢进行相应的打人惩罚。

  在其中一则短视频中，3名男子通过石

头剪刀布定输赢，输的人要跪在椅子上被

其余两人用拖鞋抽打“八十大板”，实际上

打20下。

  第一局，一名红衣男子输，他刚在椅子上

跪好，另两名男子就各拿一只拖鞋使劲儿抽

打其臀部，结果导致其连人带椅摔倒在地。随

后，两名男子将红衣男子扶起来后继续抽打。

游戏继续，接下来三人有输有赢，但其中一位

男子被打后，疼得一直揉臀部，脸部因为疼痛

扭曲变形。

  记者发现，此视频内容不但阅读量很高，

点赞量达2.1万个，收藏量也超过了1.1万次。

记者浏览该博主的其他短视频，看到点赞量

也都不低。在短视频的评论区，不少网友留言

称，“真的很好笑，多拍点，爱看”“鞋底板子打

不过瘾，竹竿打人更刺激”，还有网友留言称

“真的打啊”……

  在这个短视频平台上，记者还随机搜索

到一个名为“三一八××”的博主，其账号有

5.5万粉丝，主播定位同样是搞笑挑战。

  以其中一短视频为例，一名用黑布蒙着

眼睛的男子，拿着扫把在场地里弯腰行走，其

余几名男子光脚上绑着尖叫鸡（一种玩具）围

绕蒙眼男子慢悠悠行走，尖叫鸡发出声音后，

蒙眼男子据此辨别位置，用扫把铆足了劲向

有人处击打。

  游戏期间，只见蒙眼男子挥舞扫把到处

乱打，有的人被打到头疼得一直揉，有的人脸

上被扫出血痕，有的人身上被打出红印。

  记者注意到，该视频点赞转发量过4万次。

  在另一个社交平台上，记者同样随机搜

索到不少暴力内容类短视频。比如某博主发

布的各种惩罚类视频中，有一个用弓弦弹人

事例。双方以石头剪子布定输赢，输家背着

弓，弓弦置于后背及臀部，获胜方用力拉弓弦

到极限，然后猛地松开，弓弦弹到输家背上及

臀部，每局游戏结束都伴着一声惨叫。

  记者在多个平台检索发现，类似暴力内

容短视频平台上并不少见，而这些短视频大

多以“搞笑”面目出现。

  根据《网络短视频平台管理规范》《网络

短视频内容审核标准细则》等相关规范，短视

频不得渲染暴力、展示丑恶行为等内容，比如

展现过度的生理痛苦，对普通观看者可能造

成强烈感官刺激，从而引发身心厌恶、恶心等

不适感的画面。

  对此，中国传媒大学文化产业管理学院

法律系主任郑宁认为，此类短视频的火爆，

无疑是向社会传递了一种暴力情绪，有违

我国相关管理规范。此外，根据民法典的

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不得违反法

律，不得违背公序良俗。但这些暴力内容，违

背了公序良俗。

  在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律师杨敏看

来，短视频内容应当遵守公共秩序和善良风

俗，这是应当遵守的底线，暴力、低俗的短视

频突破了这种底线，存在不良导向。

不良内容吸引眼球

以流量引用户打赏

  主播发布暴力内容短视频并非一时心血

来潮。

  记者在某社交平台随机看到一则暴力惩

罚内容直播，女主播和粉丝玩游戏，当粉丝送

出主播想要的礼物时，主播就会以暴力惩罚

自己取悦粉丝。

  去年12月，一则短视频在网络上流传，内

容是几名男子用胶带把一名身着黑色羽绒服

的女子捆绑后，向其泼墨并进行殴打。经有关

部门调查，视频中的人员是在相约“直播PK

打榜”后，对输的一方进行“惩罚”。

  今年6月，云南昭通4名主播为迅速涨粉并

在直播过程中获取更多“打赏”，制造互殴假象，

误导大批网友围观。后被有关部门予以处罚。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在各大短视频平台，

定位于搞笑领域的短视频主播中不乏以暴力

内容为卖点，发布包含暴力内容的短视频，而

且，如果一个视频爆火后，许多模仿视频也就

应运而生，蹭热度、赚流量。

  一位在短视频领域从业多年的人士介绍

说，暴力或者演绎暴力的短视频主播并不在少

数，他们目的是想通过制造冲突场景、直播暴力

场面吸引用户为他们“叫好”并会用“我会打得

更厉害”等这类话语引导用户去打赏主播。

  因此，杨敏认为，短视频或直播中，有些

主播为了获取流量和关注，采用暴力惩罚方

式来博人眼球。但是，暴力惩罚行为违背了公共

秩序、善良风俗，可能会对社会风气形成一些不

良诱导。严重的还可能会构成故意伤害罪、寻衅

滋事罪等，需要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

  一个佐证是，今年5月，内蒙古自治区呼

和浩特市两名男子在直播间连线“PK”时产

生摩擦，两人的“PK”从线上延伸到了线下，

其中一名主播樊某进入另一名主播家中，“抢

夺”对方手机并对其进行辱骂、殴打，而这一

过程也实时地传送到直播间。后经警方调查，

两名男子“直播打架”是二人协商好的剧本，

目的是吸引更多流量，博取用户关注“打赏”。

警方对两人因扰乱公共秩序作出行政拘留5

日的处罚。

强化平台巡查责任

发布典型案例警示

  第52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

告》显示，截至2023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达

10.79亿人，较2022年12月增长1109万人，互联

网普及率达76.4%。

  在郑宁看来，在我国的网民中，青少年用户

占有相当规模，尤其是短视频用户以青少年群体

为主。包含暴力内容的短视频可能会向未成年人

传递了负能量，可能会引起未成年人的模仿。

  “正是基于此背景，有必要强化短视频

App平台的主体责任和日常规矩。”郑宁说，

根据《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的规定，

各级网信部门对网络信息内容服务平台履行

信息内容管理主体责任情况开展监督检查，

对存在问题的平台开展专项督查。对于暴力

惩罚式短视频等类似对网络生态造成不良影

响的内容，执法部门应进一步加强巡查。

  “与此同时，应该鼓励公众对短视频平台发

布内容进行监督，完善投诉、举报渠道。”郑宁说。

  杨敏梳理发现，近年来，相关监管部门和

行业协会出台了一系列规范短视频、直播的

规定。例如，2021年9月，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发

布《关于进一步加强文艺节目及其人员管理

的通知》，强调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文艺节目

坚持讲品位讲格调讲责任、抵制低俗庸俗媚

俗，不断推出优秀作品，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

化需要。2022年6月，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文化

和旅游部印发《网络主播行为规范》，指出网

络主播应当坚持正确政治方向、舆论导向和

价值取向，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崇

尚社会公德、恪守职业道德、修养个人品德。

  “相关监管部门和行业协会应当在此基

础上细化监管规范并予以监督实施。”杨敏认

为，短视频或直播的平台应当合理设计智能

推送程序，优先推荐正能量内容，对于违法违

规的短视频或直播应当及时关停。

  郑宁还建议，平台对于包含暴力内容的

信息要进行限流，或采取下架、删除等举措，

同时也可以发布一些公告，通过典型案例的

发布起到以儆效尤的作用。

漫画/李晓军  

□ 本报记者 陈磊

  近日，一则员工删除公司电脑资料引发

纠纷的消息受到广泛关注。事情的起因是，上

海市某公司员工王某，由于劳动合同即将到

期时得知公司不再续签，一气之下删除了其

电脑内的公司重要数据。公司得知后，以王某

故意删除重要数据给公司造成重大损失为

由，解除了双方劳动合同。双方进而发生

纠纷。

  《法治日报》记者根据公开资料梳理，近

年来，员工因删除公司电脑资料引发纠纷的

事件时有发生。例如，在广东省广州市某公司

工作的李女士在离职交接工作时将电脑中的

工作资料删除，2019年被法院判决承担公司

恢复硬盘数据所产生的维修费用。

  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社会

法室副主任王天玉认为，随着电脑设备和网

络技术的普遍应用，公司的财产特别是生产

工具的形式正在发生变化，从以往工业时代

的机械设备和流水线等实物形态，逐渐转变

为储存在电脑里的数据资料、工作记录等非

实物形态，员工因删除公司电脑资料引发纠

纷，正是这种转变的体现。

  在王天玉看来，随着数据信息对公司的

管理价值和商业价值越来越重要，如果公司

没有建立有效的数据合规制度，类似纠纷将

会日渐增多。

  上海财经大学法学院教授吴文芳认为，

在数据时代的今天，劳动者删除归属于企业

的数据资料，从传统劳动法的角度看也是违

反了劳动合同的附随义务。

  “在劳动法体系中，劳动者的附随义务包

括告知、协助、保密、保护、禁业义务。在劳动

合同解除之后，劳动者负有协作义务，其中就

包括返还、归还因工作需要而使用、占用的用

人单位财产、资料的义务。”吴文芳说，实践中

发生上述现象的原因之一，其实是在离职阶

段，劳动者与企业管理关系弱，劳动者因被辞

退而容易有过激行为，手头控制的资料是最

容易的泄愤途径。

  北京天驰君泰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郭政从

劳动法律实务角度分析称，法律赋予劳动者

各项权利，与此同时，也要求劳动者履行各项

义务。根据劳动合同法相关规定，用人单位在

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时，应依法承担对劳

动者的相关义务，劳动者也应当按照双方约

定，办理工作交接。

  郭政说，法律要求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办

理工作交接，包括但不限于工作期间形成的

经营性电子数据、书面材料，以保证用人单位

相关工作不受影响，顺利进行，所以，上述事

项的发生，也在于劳动者漠视工作文件对于

用人单位的重要性，从而导致其认为没有必

要办理工作交接，可随意处置相关文件。这是

错误的思维。

  一个随之而来的问题是，用人单位和劳

动者如何做才能避免这种事情的发生？

  吴文芳提出，我们正在迈入数字时代，迫

切需要劳动法律与时俱进，建议劳动合同法

将来在修订之际，应重视数据时代的特殊问

题，将劳动者和企业的后合同义务法定化，通

过制定专门的条款对劳动者离职之际的协作

义务作出具体规定，特别是数据资料的移交、

保管等问题。

  郭政的建议是，用人单位应当在合法合

规的规章制度或劳动合同中对工作交接事项

进行详细规定，一方面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规

范劳动者行为，另一方面也可以在后续劳动

争议纠纷过程中作为工作交接的依据。

  “用人单位在与劳动者解除劳动关系过程

中，无论是用人单位方单方解除，还是劳动者单

方解除，均应注意交流方式，注意事先进行资料

保存。”郭政说，用人单位还是应当做好数据留

存与书面备份工作，避免在劳动者删除或丢失

文件后陷入被动。

  在郭政看来，如劳动者故意删除其掌握

的交接材料而无法恢复，或者即使可以恢复

亦需支出较大成本，则单位也有权视损失情

况向劳动仲裁委及法院主张赔偿损失，通过

仲裁诉讼等合法途径要求对方同意交接或进

行赔偿，达到惩戒存在上述违反职业道德行

为的劳动者的目的。

  王天玉认为，桥归桥，路归路，员工不能

因为用人单位不续签劳动合同就删除工作电

脑中的数据资料，即不能用不正当行为作为

对另一个行为的回应，而应该在法治的框架

下维护各自的正当权益。

  在他看来，这也给公司的数据管理提

了醒，首先应当在劳动合同和规章制度中

明确电脑数据的管理，包括数据的归集、备

份、访问权限等，明确规定对公司造成损失

的需要进行赔偿；其次应当对员工进行培训

和教育，明确公司数据被删除会面临的法律

责任；最后是明确约定员工离职时的数据交

接问题。

□ 本报记者 万静

  老字号是我国工商业发展历史中孕育的“金字招牌”，历

史悠久，拥有世代传承的独特产品、技艺和服务，具有鲜明

的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特色和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有

着很高的经济价值，也有丰富的文化价值，在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中不可或缺，在满足居民消费需求方面发挥着重要

作用。

  然而，中华老字号的荣誉也不是一劳永逸。近日，商务

部、市场监管总局、国家知识产权局等5部门联合发布《关于

公布中华老字号复核结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将长期

经营不善，已经破产、注销、倒闭，或者丧失老字号注册商

标所有权、使用权的55个品牌，移出中华老字号名录；对经

营不佳、业绩下滑的73个品牌，要求6个月予以整改。5部门

此举，就是通过“有进有出”的动态监管制度，来确保老字

号金字招牌的成色。

不符合条件被移出名录

  《法治日报》记者注意到，此次被“摘牌”的中华老字号不

乏消费者曾经“耳熟能详”的品牌，比如北京“通三益”、天津

“稻香村”、重庆“冠生园”等。

  据商务部相关负责人介绍，此次被移出中华老字号名

录的55个品牌，是经过企业自查、地方初核、专家评审、社

会公示等程序，由商务部联合相关部门公布的中华老字

号复核结果。

  商务部、市场监管总局、国家知识产权局、文化和旅游部、

国家文物局在今年1月发布了《中华老字号示范创建管理办

法》（以下简称《办法》），规定商务部会同相关部门原则上每3

年对中华老字号开展复核。对复核中发现已经不符合中华老

字号条件的，商相关部门作出移出中华老字号名录、收回中华

老字号标识使用权及牌匾的决定。商务部作出暂停或收回中

华老字号标识使用权、移出中华老字号名录决定的，在商务部

中华老字号信息管理系统中通报并在商务部网站向社会公

布。被移出中华老字号名录的，自决定作出之日起两个申报周

期内不得再次申报中华老字号。

  除了上述被“摘牌”的55个品牌，五部门还对经营不佳、业

绩下滑的73个品牌，要求6个月予以整改。这些品牌包括北京

的“稻香春”、浙江的“张小泉”、山西的“东湖”、四川的“陈麻

婆”、贵州的“都匀毛尖”等。

  5部门的通知要求，各地商务主管部门要按照《办法》规

定，会同相关部门对本行政区域内“附条件通过”的中华老字

号企业逐一提出整改要求，指导企业制定整改方案、细化具体

措施、明确完成时限（不得超过6个月），及时跟进督促相关工

作进展。企业整改完成后，各地要实地查验、认真核实整改结

果，对整改到位的出具“通过”建议，对整改后仍不符合中华老

字号有关要求的出具“不通过”建议，并于2024年4月1日前向

商务部报送。

  此外，除了上述55家被“摘牌”的、73家被建议“整改”的品

牌外，5部门还对981家中华老字号品牌予以“复核通过”，要求

各地商务主管部门要以通过复核的中华老字号为重点，会

同相关部门总结推广企业在商贸流通、消费促进、质量管

理、技术创新、品牌建设、文化传承等方面的典型经验和

突出做法，指导企业对照更高标准、更高要求进一步强优

势、提品质、补短板，持续提升文化承载力和市场竞争力，更好发挥中华老字号示范引领作

用，带动更多相关市场主体高质量发展。

明确示范创建基本条件

  目前，我国有中华老字号1128家、地方老字号3277家，其中，有701家中华老字号创立至今

超过100年，历史最悠久的北京便宜坊已经走过607年的岁月。

  从行业看，这些老字号广泛分布在食品加工、餐饮住宿、居民服务等20多个领域，既有柴

米油盐，也有琴棋书画。从规模看，全国老字号年营业收入超过2万亿元，在消费促进、产业升

级、文化引领、民族自信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从国际上看，重视对老字号的保护支持也是

普遍做法，日本仅2022年就有1300多家企业迎来了“百年生日”，入选2022年《财富》世界500强

的德国企业中，有一半发展历史超过百年。

  关于老字号的认定，商务部从2006年以来，分两批进行认定，社会反响总体良好。但是随

着形势的变化，老字号的认定条件、组织方式、管理体制等需要进一步完善。

  为此，在今年1月初，商务部、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制定《办法》，对中华老字号的示范创

建提出了四项基本条件：品牌创立时间在50年（含）以上；具有中华民族特色和鲜明的地域文

化特征；面向居民生活提供经济价值、文化价值较高的产品、技艺或服务；在所属行业或领域

内具有代表性、引领性和示范性，得到广泛的社会认同和赞誉。

  《办法》对于中华老字号实施动态监管制度，对于“摘牌”的情形作出了非常清晰的列举

性规定：中华老字号企业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其住所地省级商务主管部门可以建议商务部

将其移出中华老字号名录并收回中华老字号标识使用权及牌匾：企业破产清算、解散、注销、

被吊销营业执照或3年以上不开展经营活动的；丧失老字号注册商标所有权及使用权的；发

生严重损害消费者权益、出现重大质量问题或安全事故、重复侵犯他人知识产权、严重扰乱

市场秩序或其他严重违法行为的；以欺骗或其他不正当手段骗取中华老字号示范称号的；被

暂停中华老字号标识及牌匾使用权，到期后仍未有效整改的；其他不符合中华老字号和中华

老字号企业基本条件的。

  记者注意到，商务部首批认定的中华老字号“苏州稻香村”顺利通过了复核，但另一家同

名为“稻香村”的天津稻香村被移出了名录。据悉，“苏州稻香村”源自公元1773年，拥有几百

年历史，第一家“稻香村”开设在苏州观前街东侧。而天津稻香村始于1988年。

  类似情况还有“冠生园”品牌，5部门复核结果将重庆“冠生园”移出中华老字号名录，其

品牌方重庆冠生园食品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1982年。而上海冠生园食品有限公司的“冠生

园”则通过中华老字号的复核审查。

多措并举推动守正创新

  5部门通知还提出，多措并举推动老字号守正创新发展。各地商务主管部门要将推动老

字号守正创新发展摆在重要位置，聚焦建立健全老字号保护传承和创新发展长效机制，联合

相关部门进一步优化政策环境、搭建推广平台、激发企业动能，多措并举推动老字号对标先

进理念、顺应市场机制，加快守正创新发展。要切实发挥好牵头作用，充分调动电商平台、金

融机构、新闻媒体、高校智库、老字号协会等社会各界力量，进一步健全协作联动机制，凝聚

更大工作合力，共同为老字号守正创新发展提供支持和保障。

  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教授高秦伟分析认为，此前中华老字号一般由商务部门来评审认

定，而随着《办法》的实施，中华老字号的管理评审工作由商务部会同文化和旅游部、市场监

管总局、国家文物局、国家知识产权局联合组织实施，此举将更好兼顾老字号的历史价值和

文化属性，更有利于对老字号文化遗产、历史网点、知识产权的保护，形成保护和促进老字号

发展的合力。

  而对于要求中华老字号调整为品牌创立时间在50年（含）以上，而非此前规定的需创立

在1956年以前的“门槛年限”变化，商务部流通发展司相关负责人解释了其中的缘由：明确50

年的“时限”，而非1956年这个“时点”，能充分体现出动态可持续的监管原则。根据企业发展

规律，一般存续周期在20年至30年，超过50年的就可以称得上“长寿”，可以预见，除了在历史

上家喻户晓的这些老品牌，将来还会有更多新品牌成为中华老字号，真正实现绵绵不绝、生

生不息。

  真正支撑中华老字号品牌含金量的是坚持质量第一，只有如此才能具有持久生命力。近

年来许多老字号发展势头良好，但也有部分老字号出现了一些问题，甚至被诟病为“倚老卖

老”“价贵难吃”。针对这些问题，商务部采取了一系列必要的监管措施：比如建立老字号大数

据监测平台，密切跟踪企业经营情况，实时监测社会舆情，对出现问题的及时预警，果断采取

措施，引导老字号健康发展。

  此外，市场监管总局作为全国质量工作的重要职能部门，将大力推动老字号企业建设全

员、全要素、全过程、全数据的新型质量管理体系，引导老字号企业积极开展质量提升行动，

不断增强质量品牌的核心竞争力。同时坚持强化企业质量安全主体责任，加强质量安全风险

监测预警，加大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力度，严厉打击侵权假冒等违法行为，维护促进市场公平

竞争，让包括老字号在内的更多诚信守法的企业品牌获得消费者的信任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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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工离职前可以删除公司电脑资料吗？
专家：用人单位应重视数据时代劳动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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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调查各大平台暴力内容短视频乱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