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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科技巨头能否守住“230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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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反扑 全球资本市场慌神

欧美股市集体受挫

失控的疫情再次波及了全球资本市场。

29日开盘，一片平静，德国DAX30指

数涨0.4%，法国CAC40指数涨0.37%，英

国富时100指数涨0.07%。美股开盘后，道

指微跌0.2%，标普500指数和纳斯达克指数

分别微涨0.2%和0.4%。

这与前一天的“腥风血雨”形成了鲜明

对比。28日开盘后即低开低走，最后德国

DAX30指数收跌4.17%，法国CAC40指

数收跌3.37%，英国富时100指数收跌

2.55%，意大利富时MIB指数收跌4.06%。

而当天晚些时候，美股更是惨遭“血

洗”。北京时间29日凌晨，美股大幅收跌，三

大股指跌幅均超3.4%。道指重挫940点，创

6月以来的最大单日跌幅；同时，衡量美股

市场恐慌情绪的VIX指数大涨20%，报

40.28，创6月中旬以来新高。

不只是股市，黄金、油价也出现了剧烈

波动。12月交割的黄金期货收跌1.71%，报

每盎司1879.2美元。原油价格则在周三大

跌超过5%，美国WTI轻质原油期货报收于

每桶37.39美元，布伦特原油期货报每桶

39.12美元，跌超5%。

“资本市场剧烈波动的原因有多方

面”，英大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大霄表示，

欧股先崩盘，与法国、德国“封城”一个月

有关，而在美国方面，无论是大选还是刺

激方案都造成了紧张的气氛，再加上股市

估值的压力，现在企业出现了低利率状态

下的资产虚高的情况。当然，最根本的原

因肯定还是疫情的发展。

法德双双封城

的确，同一天宣布“封城”的法国和德

国点燃了蛰伏已久的恐慌情绪。当地时间

28日晚，法国总统马克龙发表全国电视直

播讲话，宣布法国将于30日正式实施第二

次全国“封城”，为期一个月。法国官方今后

每两周将对疫情进行评估，如果届时疫情

有所缓解，可能适当放松管制措施；反之还

将进一步加强管制。

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政治研究

室研究员彭姝■表示，法国现在的情况可

能是欧洲最严重的，此前的判断是疫情可

能会是一个常态，因此防疫思路是要跟疫

情长期共存，不是要把疫情消灭。

“事实上，法国在管控方面一直是时松

时紧的，让疫情的发展势头在医疗系统的

可承受范围之内就可以了，但是如果疫情

突破医疗系统的极限，就需要采取更严格

的措施。而现在，可能法国的医疗系统也快

顶不住了。”彭姝■坦言。

与法国前后脚，德国总理默克尔28日

与各州州长会谈后宣布，将从11月2日起至

11月底在德国全境实施包括关闭大部分公

共设施、餐饮娱乐场所以及限制个人出游

等在内的多项措施。

尽管中小学和幼儿园仍将继续开放，

但其余措施已达到年初第一波新冠疫情

期间实施“封城”的力度，德媒称其为“事

实上的封城”。

根据当晚发布的官方疫情数据，法国

28日单日新增确诊病例36437例。法国新冠

住院患者人数当天突破2万人，达20207人。

法国新冠肺炎死亡病例现为35785例，新增

死亡病例244例。

28日当天，德国疾控机构公布的单日

新增确诊人数为14964，是该国暴发新冠疫

情以来最高值。截至当地时间28日17时许，

德国“时代在线”实时数据显示，德国累计

确诊已达470566人，死亡10284人。

随着疫情的不断蔓延，欧洲各国均升

级抗疫措施。10月25日，西班牙首相桑切斯

宣布，西班牙再度进入紧急状态。意大利总

理孔特也签署了最新防控法令，全面升级

管控措施。

中国现代国家研究院美国所助理研究

员孙成昊分析称，主要还是复产复工复学，

再加上秋冬季病毒本就容易复发，在病毒

没有被完全清零的时候，社会经济一旦被

激活，疫情就很容易反弹。

“必须现在采取行动”

“我们必须现在采取行动。”默克尔说，

采取措施以避免德国陷入严重的全国性卫

生紧急状态是必要的。

彭姝■指出，实施管控措施要考虑经

济、社会的因素，以及民众的接受程度，之

前就封锁的话，可能很多民众接受不了，

而现在也是医疗系统压力大，封锁时机比

较成熟了。虽然管控也会涉及到经济冲

击，但是医疗系统崩溃之后也会造成严重

后果，比如很多重症病人无法收治。

的确，各国都在各种因素之间权衡，在

宣布封闭措施的同一天，德国联邦政府还

表示，将对受上述措施影响的企业和机构

提供经济援助。新一轮“封城”措施实施两

周后，德国联邦政府和各州将再度举行会

谈，作出必要的调整。

虽然白宫办公厅主任马克·梅多斯曾

提到美国的抗疫路径，“我们不会控制疫

情”，但如今，分析师担心美国也有可能出

台更严格的限制措施。数据显示，在过去一

周内，美国新增确诊病例超过50万例，其中

23日和24日两天单日新增病例均超过8万

例，打破了夏季疫情高峰以来的最高纪录。

疫情本身之外，美国久久无法落地的

经济刺激方案同样令市场惴惴不安。据报

道，美国总统特朗普27日承认，可能在美国

大选后才能就新一轮抗疫纾困财政刺激计

划达成协议，原因是白宫无法弥合与参议

院共和党同僚及国会民主党人的分歧。

自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美国国会

先后通过了四轮经济刺激方案，拨款接近3

万亿美元，但包括失业保险在内的多项援

助已到期。美媒援引分析称，如果两党不能

在近期就新一轮经济刺激计划达成一致，

美国四季度经济可能继续萎缩。

瑞银财富管理首席投资官Mark

Haefele表示，疫情恶化导致更严格的限制

措施出台，以及美国政治的不确定性预期，将

会在今年余下的时间里继续造成市场波动。

不过，李大霄坦言，这次应该与3、4月

的暴跌不太一样，“经过第一波疫情之后，

对于二次疫情，大家知道了是什么情况，

在后续举措方面都有所准备，比如口罩的

供应、呼吸机的供应以及疫苗的研发，相

对第一波来说，准备程度肯定要充分一

些。因此，虽然二次疫情的形势也很危险，

但引起的恐慌和冲击力度应该要远远小于

第一次”。

北京商报记者 杨月涵 汤艺甜

收回“免死金牌”?

“世纪鸿门宴”后不到3个月，科技巨头再

次成了听证会的座上宾。当地时间28日，推

特、Facebook以及Alphabet旗下的谷歌3家

公司首席执行官又线上开会，共同在美国参

议院商务委员会听证会上作证，就互联网平

台上管控内容、用户发布内容责任以及是否

应该修订“230条款”等问题接受质询。

火力依旧很猛。据了解，在近4个小时的

时间里，商务委员会成员共向推特首席执行

官杰克·多西、Facebook首席执行官马克·扎

克伯格和谷歌首席执行官桑达尔·皮查伊提

出了120多个问题。

其中，共和党参议员更是态度鲜明，如

商务委员会主席、共和党议员Roger

Wicker明确表示，是时候终止1996年美国

《通讯规范法》第230条给予科技企业的法

律保护了。

“听证会将提供一个机会，讨论‘230条

款’免责保护的意外后果，以及如何最好地保

护互联网作为公开讨论的论坛的身份。”本月

中旬，参议院商务委员会在预告这场听证会

的时候就作出了说明。

“230条款”的主要内容有两方面，一来互

联网公司无需为第三方或者用户在他们的平

台发布的内容承担责任，二来社交媒体即使

删除一些他们认为令人反感或者不恰当的内

容，也不会受到惩罚。

在过去数年间的诽谤和欺诈诉讼中，

“230条款”几乎成为了科技巨头们的免死金

牌，也因此招来了美国两党的不满，尤其是共

和党。今年5月，美国总统特朗普就曾正式签

署行政命令，要求联邦政府对社交媒体这一

免责条款作出限制。一个月以后，美国司法部

又发表意见书，呼吁美国国会对这一条款作

出修改。

特朗普的不满更是人尽皆知。在本月初，

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声称“新冠肺炎没有流

感致命”后，不仅遭到了推特的标签待遇，同

时还遭到了Facebook的删帖处理。

也是那时，特朗普又紧跟了一条推文：废

除230条款！

跑偏的听证会

按照听证会的主题，这本应该是“‘230条

款’一刀切的豁免权是否会催生科技巨头不

良行为”的质询与讨论，但众多背景决定了，

这场听证会注定会跑偏。比如虽然民主党也

觉得“230条款”需要更新，科技企业是“蛮荒

之地”，但他们对于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却没

有达成共识，而更多的时间里，则是美国两党

的相互指责。

共和党参议员指责企业对保守派进行选

择性审查，而民主党参议员却指责科技企业

对干扰选举的错误信息采取的行动不够有

效，来来往往间科技企业却仿佛退居二线。不

过对于大型科技企业来说，“230条款”一旦取

消，就的确是个问题，这也导致了科技巨头们

强烈反对。

在回复中，推特提到，删除第230条将导

致更多网络言论受到管制，并损害删除有害

内容的能力。Facebook也称，如果废除第230

条，企业可能担忧受用户言论连累，更严格审

查平台上发言。谷歌则称，虽然低门槛也可能

导致有心人趁虚而入，但第230条是Google

提供各种信息与意见的基础。

“‘230条款’其实是有利于平台的发展

的，如果平台要对平台上的内容负责任的话，

发展就会受到一些限制”，赛意企业研究所研

究部主任唐大杰指出，平台上的某些激烈言

论可能会对互联网企业造成不良后果，所谓

的不良后果，就比如要求其承担责任，那么就

需要对每个进入平台的人及其发表的相关言

论进行审核，这无疑会加重审核成本，比如增

加审核员的数量。

但随着科技企业的逐渐壮大，新的问题

就产生了。在唐大杰看来，现在Facebook、谷

歌等企业形成了自然垄断，在这个情况下，平

台维护公共利益的责任就更重了。现在的问

题其实是互联网平台过度干预内容，导致美

国民众对言论自由等问题产生了担忧，大家

认为，互联网平台在维护公共利益方面重视

不够，再加上运营者可能的政治偏向，这就导

致了对平台承担公共责任的担忧。

垄断一直是科技巨头们难逃的阴影。今

年8月的“世纪听证会”上，垄断就是重要的主

题。本月中旬，在经过长达16个月的调查之

后，美国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也公布了一份长

达449页的调查报告，认定Facebook、亚马

逊、苹果、谷歌利用其垄断地位打压竞争者、

压制行业创新，并建议美国国会对反垄断法

进行全面改革以适应互联网时代的变化。

公器VS私利

科技巨头的麻烦并不只局限在美国。近

日，有媒体报道称，为遏制美国科技企业在欧

洲的不正当竞争及避税问题，同时也是为了

提高欧洲的数字科技领域竞争力、适应网络

时代的发展，欧盟委员会正在制定《数字服务

法案》一揽子立法计划。根据拟定中的《数字

服务法案》，如果科技巨头的市场主导地位被

认为威胁到客户和较小竞争对手的利益，则

将迫使他们分拆或出售部分欧洲业务。

值得注意的是，法案还对在线社交媒体

平台处理非法内容、虚假信息方面的责任和

义务作出了新的规定，并将增强相关机构审

查科技公司用户信息搜集合规性的权力；网

络平台删除内容或产品列表的决定也必须是

透明的，以确保合法的产品和服务不会被意

外删除。

事实上，对互联网企业而言，原罪不只是

“230条款”的荫蔽。在形成自然垄断之后，无

论是政治因素，还是商业利益，都让这些巨头

日益面临监管的高压。“各个国家在监管互联

网企业方面，举措是比较滞后的”，中国国际

经济交流中心经济研究部副部长刘向东表

示，在保证激励创新的情况下防范风险，如何

平衡这两者，一直是各国政府在监管互联网

企业方面面临的挑战。

从法国年底就上线的数字税，到欧盟蠢

蠢欲动的《数字服务法案》，再到美国司法部

的起诉、国会接二连三的听证会，在“230条

款”下肆意生长的巨头们，日益成了各国政府

的眼中钉。

刘向东指出，在法律方面，美国采用的是

判例法，即出现了问题之后再进行规范和完

善。在市场方面，美国崇尚的是完全的自由市

场竞争，认为能激发经济机制的活力。而互联

网企业有天然的垄断倾向，站在政府的角度

来说，如果做大之后威胁到公共利益，就会采

取一些剥离手段，比如利用反垄断法律等工

具来对其进行监管。要判定是否对互联网企

业进行监管，规模只是一方面，根本还是要判

定是不是损害了市场的效率和民众的利益。

“监管的根本不是简单拆分，拆分只是一

种手段，目的是要通过监管更好地促进市场

竞争”，刘向东强调，像油气管网、电网等天然

的垄断市场，美国一般是通过对成本、价格实

施管控措施，建立区域交易市场，不使得单一

企业拥有定价权，来使得整个市场是一个有

竞争的市场。 北京商报记者 杨月涵 汤艺甜

上次是四大巨头， 这次是三大巨

头，上次是反垄断，这次是平台是否该

为内容负责，虽然换了焦点，但其所传

达出来的核心信号却始终如一：科技巨

头被盯上了。 在过去数年的博弈中，监

管瞄准科技巨头早就不是什么新鲜事

了，如今围绕“230条款”所代表的法律

保护该不该取消的讨论，也只不过是科

技巨头面临众多麻烦中的最新一个。

230条款

○内容：互联网公司无须为第三方或用户在他们平台发布的内容承担责任，
且社交媒体公司即使调整用户发布的内容，也不会面临受惩罚的影响。

【1996年美国《通讯规范法》（CDA）第230条】

敦促国会修订这项法律，
“确保其正常发挥作用”，包括
提高内容审查的透明度。

关于内容删除标准，互联网
公司如何重新获得公众信任，例
如可以公开内容审查流程。

Facebook�CEO马克·扎克伯格 Twitter�CEO杰克·多西

概述了谷歌的服务如何为用
户创造价值， 并强调只有在230条
的保护下谷歌才能提供这些服务。

Alphabet�CEO桑达尔·皮查伊

其他
28.9%

○2019年移动广告市场份额

谷歌
46.8%

Facebook
21.7%

Twitter
2.6%

当法国、德国前后脚宣布“封城”，当英国最严格的管控开始覆盖更

多地区，在二次疫情的持续冲击之下，全球股市终于再一次崩溃。美股周

三大幅收跌，三大股指跌幅均超3.4%。道指重挫940点，创6月以来的最

大单日跌幅。而在另一边，美国大选的不确定性、新一轮财政刺激方案的

悬而未决，都让全球投资者的神经一次又一次地绷紧，刚有复苏苗头的

经济似有再遭重创的迹象，恐慌开始蔓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