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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
会第三十次会议将于8月
17日至20日在北京举行。
在8月13日举行的记者会
上，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

发言人臧铁伟介绍了本次
会议拟审议的法律草案主
要情况等，并就个人信息保
护、积极生育支持措施等热
点问题作出回应。

共青团中央维护青少年权益部、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近日发布的
《2020年全国未成年人互联网使用
情况研究报告》显示，我国未成年网
民参加粉丝应援比例达到8％。另
有数据显示，近15％的“00后”粉丝
每月为追星花费5000元以上。

“饭圈”追星为何掀起如此狂
潮？谁是幕后推手？业内人士认为，
出钱出力的多数青少年粉丝，处于

“饭圈”底层，只是庞大商业利益棋局
中的“棋子”。在职业粉丝、艺人工作
室、投资方等利益相关方的合谋下，
他们被不断裹挟、“收割”。

规制“大数据杀熟”、社会抚养费拟取消、推进“双减”工作……

老百姓关注的这些热点拟立法

据臧铁伟介绍，本次会议将
审议的家庭教育法草案二审稿，
将法律名称修改为“中华人民共
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同时进一
步明确家庭教育的概念。

对于社会关注的“双减”工
作，臧铁伟说，草案明确规定，家
庭教育的根本任务是立德树人，
家庭教育要尊重未成年人身心发
展规律和个体差异，遵循家庭教
育规律，贯彻科学的家庭教育理

念。
他介绍，草案明确规定，家庭

教育指导服务机构开展家庭教育
指导服务活动，不得组织或者变
相组织营利性教育培训。同时，
草案将公民、法人和非法人组织
依法设立的家庭教育服务机构明
确为“非营利性家庭教育服务机
构”。此外，草案还对家庭教育服
务机构超出许可业务范围的行为
规定了处罚。 （据新华社）

本次会议还将审议医师法草
案三审稿，臧铁伟说，三审稿进一
步完善医师权益保障、执业风险
分担机制等规定。

“必须加强立法，通过建立
健全法律法规，引领形成尊重医
师、关心关爱医师的社会风气。”
臧铁伟介绍，三审稿进一步充实
完善相关规定，明确医师在公共
场所因自愿实施急救造成受助
人损害的，不承担民事责任。明

确医疗机构应当参加医疗责任
保险或者建立、参加医疗风险基
金。

据介绍，草案三审稿总结抗
疫经验，在医师执业活动中进一
步促进中西医结合。同时进一
步完善医师培养、培训、考核制
度和专业评价机制，促进医师队
伍专业水平持续提升。进一步
明晰医师执业规则，规范医师执
业行为。

对于即将提请本次会议审议
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修正草案，
臧铁伟表示，草案立足优化生育
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重
点围绕实施三孩生育政策、取消
社会抚养费等制约措施、配套实
施积极生育支持措施进行了修
改。

臧铁伟介绍，在优化生育政
策方面，草案规定国家采取综合
措施，推动实现适度生育水平，优
化人口结构，促进人口长期均衡
发展。国家提倡适龄婚育、优生
优育，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
个子女政策。取消社会抚养费，
删除与三孩生育政策不适应的规

定。
在积极生育支持措施方面，

草案规定国家采取支持措施，减
轻家庭生育、养育、教育负担。要
求医疗卫生机构开展围孕期、孕
产期保健服务，加强对婴幼儿照
护的支持和指导。推动建立普惠
托育服务体系，提高婴幼儿家庭
获得服务的可及性和公平性，规
范托育服务。

此外，草案支持有条件的地
方探索设立父母育儿假。在居住
社区建设婴幼儿活动场所及配套
服务设施，在公共场所、工作场所
按规定配置母婴设施。

本次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将
审议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三审
稿，臧铁伟介绍，三审稿进一步完
善了个人信息处理规则，特别是
对APP过度收集个人信息、“大数
据杀熟”等作出有针对性规范。

“当前，社会各方面对于用户
画像、算法推荐等新技术新应用
高度关注，对相关产品和服务中
存在的信息骚扰、‘大数据杀熟’
等问题反映强烈。”臧铁伟表示，
利用个人信息进行自动化决策，
包括用户画像、算法推荐等，应当
在充分告知个人信息处理相关事
项的前提下取得个人同意，不得

以个人不同意为由拒绝提供产品
或者服务。草案要求个人信息处
理者保证自动化决策的透明度和
结果的公平公正，不得通过自动
化决策对个人在交易价格等交易
条件上实行不合理的差别待遇。

据介绍，草案三审稿还将不
满十四周岁未成年人的个人信息
作为敏感个人信息，并要求个人
信息处理者对此制定专门的个人
信息处理规则。同时完善个人信
息跨境提供的规则，增加个人信
息可携带权的规定，完善死者个
人信息保护的规定等。

立法拟规制“大数据杀熟”等

人口计生法修改拟取消社会抚养费

拟明确医师公共场所自愿施救不担责

家庭教育法草案回应“双减”

“职粉”、艺人工作室、投资方——

揭秘“饭圈”
疯狂氪金背后的三大推手

“‘饭圈’一开始并不是一个贬
义词，也不该成为一个贬义词。”清
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蒋俏
蕾说。

然而平台、投资人、娱乐公司形
成合谋，合力将大量不具备社会经
验、缺乏判断能力的低龄粉丝当作
圈钱“韭菜”，诱导其集资应援、刷榜
做数据，增加艺人商业价值。在扩
大市场后进行新一轮捞金，循环往
复。

资方深度参与“艺人养成”，利
用粉丝“用爱发电”的力量提升艺人
商业价值。吕范以一些明星养成类
综艺节目举例分析，带流量有热度
的艺人被平台、资方、娱乐公司选中

签约，然后包装、炒作、注入圈内资
源，煽动“饭圈”打造知名度、话题
性，买粉丝、买热搜，增加艺人商业
价值。投资方还会通过资本市场的
运作，二度捞金。

造星流水线诱发了强烈的“收
割”倾向，艺人不以实力、作品赢得
市场，而是依靠洗脑粉丝氪金，文娱
产业走向异化。

蒋俏蕾建议，行业协会应当加
强对娱乐业乱象的督导，提高艺人
社会责任感，对有负面评价的艺人
进行公开批评和抵制，净化业内环
境。同时，清理不良网络信息，坚决
制止对未成年人价值观明显有害的
行为。 （据新华社）

“饭圈”疯狂背后，与艺人工作
室的运营模式关系密切。

立文、一家影视公司负责人吕
范等圈内人士表示，多数艺人工作
室是艺人的家人参与经营，缺乏现
代企业管理经验。不少工作室的工
作人员专业性不足、江湖气不少。
他们凭借流量明星在短期内爆红获
得的名气、金钱，刺激和纵容艺人膨
胀心理，拉拢“粉头”“职粉”控制“饭
圈”为其捞金，频频发生突破道德、
法律边界等行为。

在一些艺人经纪团队看来，在
一切向流量看的圈子，“一分靠打
拼，九分靠营销”“热搜池里躺几回，
是头猪都能起飞”。

“帮艺人琢磨演技、苦练歌技，
远不如炒CP、买热搜、删差评来得实
在。”吕范说，为给艺人营销人设，艺
人团队和后援会常有专门职位负责
对接水军渠道、资源，操纵舆论“带
节奏”，或消除负面评论，或互黑引
战，搞得娱乐圈、“饭圈”乌烟瘴气。

记者调研发现，许多中学生粉
丝正是老师、家长心中的好学生、乖
孩子。但一牵扯到“哥哥”（粉丝对
偶像的称呼），他们就换了模样。

“流量经济的逻辑是流量越高，
商业价值越大。换句话说，话题度、
曝光率、粉丝活跃度就是艺人的
KPI。”前艺人经纪人立文说，“职粉”
以及部分“粉头”作为连接粉丝与艺
人工作室的桥梁，扮演的是“组织”

“作势”的角色，向粉丝施压，激励其
为艺人做数据、刷榜、打投。

在“职粉”的操纵下，“饭圈”处
于无休止的比较和竞争中，比实绩、
比排名，“为的是让‘哥哥’的排名更
靠前一点，签到更好的商业品牌，获
得更好的影视资源”。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季为
民说，“饭圈”有着强组织性、高效

率、系统化等特点，行动整齐划一，
要求粉丝极度忠诚。

“部分‘粉头’以‘虐粉’的类传
销话术，强化粉丝保护偶像的使命
感，诱导粉丝加大消费，加大精力投
入，使‘粉头’‘职粉’等相关方获
利。而当群体活动发展到一定阶
段，粉丝在情绪和环境作用下将产
生极端、不理性行为，如激烈的网络
骂战、聚集性行动等，失去常识和理
性。”季为民说。

除了精神控制之外，底层粉丝
还难以摆脱物质控制。立文说，艺
人公司安插的“职粉”经常带节奏

“虐粉”，刻意拉踩、恶意比较，给粉
丝洗脑，增加“饭圈”黏性，刺激粉丝
投入。比如“没钱别提爱”“做数据
再不努力，‘哥哥’的前途就毁在你
们手里了”等等。

推手一：“职粉”“粉头”带节奏操纵粉丝

推手二：艺人工作室“一切向流量看”

推手三：资方合谋深度操纵“饭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