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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因热搜榜单带来的“全民讨

伐”，微博正试图想出一个应对之策。

先是公布热搜管理规则，再是发

布微博热搜榜趋势报告，两天之内，微

博两次登上了自己的热搜榜：前者为

了澄清“花钱撤热搜”等不实传言，后

者则为了侧面印证自己的去娱乐化

承诺。

12年前，微博杀入互联网，在明星

集体“织围脖”和人人都是自媒体的宣

传攻势之下，成功站稳了脚跟。随后，

流量经济发展成为双刃剑，微博一边

风生水起，一边越走越偏。

平台的公共责任变得模糊。资

本见缝插针，控评、打榜、操纵热搜

中屡屡试探于法律和道德的风险

边缘。

风暴中心的微博，对自己的处境

心知肚明。上至监管频繁喊话整治饭

圈乱象，下至天下苦饭圈久矣，微博如

何自处是个眼下的必答题。

算法是死的，人是活的。在外人看

来，微博的热搜就是这么来的。千万买

水军，百万撤热搜，有些事越描越黑，

这片公众舆论场，今时今日充斥着资

本驱使、利益驱动之下的真真假假与

虚虚实实。

热搜表面看只是一串数据，有时

它微不足道，有时它像一只大手，伸向

未知的深渊。当这些数据会说话、会影

响人类决策时，你会发现，这个世界给

了它太大的权力。

这是最要命的地方。

“这为什么也能上热搜？”“那么大

的事为什么没了？”当数据被操控时，

才格外可怕。该被热议的离奇失踪，明

星的鸡毛蒜皮长期霸榜。“渣浪”“被

夹”“公关操作”……在自己的平台，微

博被骂得最惨。

买卖热搜，意味着讨论失效。有

人为操纵，就存在利益交换的空间。

真实的讨论空间被无限压缩，寻求

正义、追求理性的人自然会退缩，无

意义的注意力消耗中，公共资源被

极大浪费。

公共资源本质上是舆论场中的影

响力，面对同一事件，大众可以通过平

台发表意见，或批评或赞许，或质疑或

肯定。社会情绪的正常释放，公知良见

的自然汇集，各阶层有效互动，成为社

会治理的公共空间。

在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著的

《大数据时代：生活、工作与思维的

大变革》一书中，提到大数据变革商

业、变革思维、变革公共卫生、变革

时代。

这是最好的时代，你不必苦于无

处发声，无人知晓。互联网带来的新媒

体环境，让更多事件有了被广泛讨论

的机会，也随之有了更多解决的方式。

这是最坏的时代，你苦于所闻非所见，

所见非真实。

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微博也不

应该冠谁之名。清朗的网络空间，不仅

关乎社会氛围，更关乎社会治理。归根

结底，没有规矩，不成方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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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让热搜凉了
杨月涵

海淀“两区”建设晒周年成绩单

5000家商户与数字人民币

“两区”建设启动以来，在全市“两区”建

设251项制度创新任务中，海淀组团牵头统

筹数字贸易港建设任务，84项重点任务（其

中对标市级任务68项），已施行“海英计划

（升级版）”支持政策，建立知识产权协同保护

体系，建设离岸创新中心，落实技术转让所得

税优惠政策等66项任务，占比78.5%。

推广数字货币是数字贸易港建设的一大

重点。“一方面，海淀区围绕文化旅游、餐饮住

宿、购物消费等七大场景，积极搭建数字人民

币受理环境，目前已有超5000家商户可以受

理数字人民币，为宣传推广工作奠定了良好

基础。另一方面，海淀区在北京‘数字嘉年华’

数字人民币推广活动期间，举办了圆明园‘数

字人民币游园会’，将数字人民币与传统文化

有机结合起来，吸引了数十万人在线观看，发

挥了良好的推广示范效应。”海淀区金融服务

办主任刘建民介绍道。

“海淀区在帮助我们向商户推广、人才引

进等方面提供了很大的帮助。”拉卡拉公司党

委书记唐凌告诉北京商报记者，2021年，拉

卡拉成功打造出了数字人民币试点商圈、数

币受理示范街区及试点园区等样板，以此大

力拓展数字人民币试点场景的广度和深度，

加快了数字人民币的试点进程，目前商户拓

展进展情况良好。”

资金使用效率提升20%以上

除了数字人民币推广，海淀区还推出海

淀组团金融领域支持政策。落地首批境外机

构人民币与外汇衍生产品业务，便利境外机

构管理跨境资金汇率风险，并赋予中关村科

创企业更多的跨境金融选择权。

“我们将外债便利化试点的额度由500

万美元提高到1000万美元，试点企业外债

一次性登记。之前有境外业务的企业，如果

有外汇收入，需要在一定期限内换成人民

币，下次有需要再换成外汇，我们现在试点

把这个倒来倒去的过程省去，外汇可以持有

使用。这对于汇率管理有很大便利性。”刘建

民解释称。

据介绍，自试点政策实施以来，65家企业

办理便利化外债超50亿美元，每年节约财务成

本超13亿美元；12家企业办理一次性外债登记

近100亿美元，资金使用效率提升20%以上。

外债便利化创新是海淀为建设全球创业

投资中心所做的努力。除此之外，海淀推进离

岸创新创业中心建设，建立ANSO国际城市

协同创新中心；巢生北京创新旗舰实验室也

已启动试运营。“人才E+”工作站于今年2月

正式启用。

推进18项新基建项目

数字经济的发展离不开新型基础设施建

设。新基建是北京市加快培育壮大新业态、新

模式，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两区”建设科技创新的重要任务之一。

为深入推动数字新基建项目建设，中关村科

学城管委会成立新基建专项工作组，着力推

进18项新基建项目。

目前，海淀全区已完成5G基站建设3160

个。例如在数据智能基础设施方面，支持智源

研究院建设智源计算与训练平台，研制智能

算力云平台、大规模预训练模型系统及高精

度生物智能模拟设施，超前布局通用智能发

展等。

值得一提的是，海淀区于今年5月发布

了数字经济三年行动计划，将加快布局新

型数字基础设施作为其中重要内容，明确

提出升级打造先进网络基础设施、大力建

设数据智能基础设施两项任务并配套了9

个重点项目。

“下一步，中关村科学城将聚焦重点产业

谋划标志性项目，瞄准世界500强、独角兽企

业等全球顶尖企业，积极引入一批突破性强、

带动作用大的标志性项目；进一步拓展国际

化项目信息渠道，调动各类社会组织、离岸创

新创业平台、外资龙头企业积极性，加强国际

化项目拓展渠道，提升‘两区’建设国际化水

平。”中关村科学城管委会专职副主任舒毕磊

告诉北京商报记者。

北京商报记者陶凤王晨婷

培育发展住房租赁市场这一内容，也在征

求意见稿中被提及。征求意见稿明确，北京市

鼓励单位和个人依法出租住房，稳定租赁关

系，稳定租金水平；鼓励利用存量非居住土地

按规定建设租赁住房，鼓励将低效、闲置的办

公、商业、旅（宾）馆、厂房、仓储等非居住房屋建

筑按规定改建为租赁住房；鼓励依法利用集体

建设用地建设租赁住房。此外，北京市将逐步推

行租赁住房和购买住房在享受公共服务上具有

同等权利。

值得关注的还有，征求意见稿也对群租房

进行了规范。征求意见稿明确，出租住房应按照

规划设计的套、间出租，人均使用面积和每个房

间居住人数符合相关规定，且住宅的起居室、厨

房、卫生间、阳台、储藏室等不得单独出租用于

居住。 北京商报记者卢扬荣蕾

8月24日，海淀区召开“两区”建设一周年新闻发布会。海淀区商务局局长王

澎介绍，一年来，海淀区7批次67个重大项目集中签约，多元创新主体合力加快

“两区”建设，18项数字新基建项目稳步推进，“两区”建设科技创新动能强劲。

“下一步，我们将把重点放在项目落地上。”王澎表示，今年起，海淀加强

“政策、空间、项目”清单管理，高标准推进政策项目落地见效。2021年1-7月，

海淀区实际利用外资40.94亿美元，实现外贸出口额720.5亿元人民币，均居北

京市首位。自贸试验区海淀组团新增工商注册企业数1206家。

征求意见稿提及，要着力规范出租

行为，保障租购同权。根据规定，租赁

住房应当依法订立住房租赁合同，且

订立住房租赁合同前，出租人应当向

承租人出示身份证明、不动产权证或

其他证明不动产权利归属的合法凭证，

配合承租人实地查看房屋，告知房屋装

修完成时间。

征求意见稿也明确了四种不得用于

出租居住的住房，具体包括：属于违法建

设的；经鉴定为危房的；室内装修空气质

量不符合有关标准规范的；法律、法规、

规章规定的其他情形。值得一提的是，室

内装修空气质量不达标，首度被明确列

入禁止出租之列。

此外，征求意见稿还提及，北京市

将建立住房租赁管理服务平台，出租

人应当通过住房租赁管理服务平台网

签住房租赁合同，同步完成住房租赁

登记备案和出租登记。承租人可以凭

备案的租赁合同按照规定申领居住

证，并作为依法申请办理积分落户、子

女义务教育入学、公积金提取等公共

服务事项的凭证。

北京大学法学院房地产法研究中心

主任楼建波教授表示，通过全市统一的

租赁平台网签租赁合同，相当于给租赁

市场提供了一项公共基础设施，出租人

不用“一事两跑”，也不用担心个人信息

保存在企业的安全性。

去年，长租公寓频频“爆雷”，影响租

客权益保障以及住房租赁市场健康发

展。此次发布的征求意见稿，对长租公寓

在准入门槛、资金监管、贷款限定等方面

均做出了规范。

在准入门槛方面，征求意见稿提出，

从事住房租赁经营的企业，不仅应当依

法办理市场主体登记，取得营业执照，其

名称和经营范围均应当包含“住房租赁”

相关字样，同时需具备相应的资金、专业

人员和管理能力，与从业人员签订劳动

合同，并经所在区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

门备案。

在资金监管上，以租金收取为例，征

求意见稿提出，住房租赁企业向承租人

单次收取租金的数额一般不得超过3个

月租金总和；超过的，收取的租金应当纳

入监管。

在押金收取方面，征求意见稿提出，

住房租赁企业向承租人收取的押金数额

不得超过1个月租金，并按规定通过第三

方专用账户托管。同时，住房租赁合同期

满或解除，除抵扣租金、违约金及其他费

用外，住房租赁企业应自承租人返还住

房后3个工作日内向承租人退还押金和

剩余租金。

就租金上涨过快这一公众反映强烈

的问题，征求意见稿明确，北京市建立租金

监测和发布机制。根据征求意见稿，在住房

租金快速上涨时，住房城乡建设等主管部

门可以采取限制住房租赁企业经营房源

的租金涨幅、查处哄抬租金行为等措施，

调控住房租赁市场。必要时可以实行佣金

或租金指导价。

“国家版《住房租赁条例》（征求意见

稿）规定，租金上涨过快的，可以采取必要

措施进行合理调控。此次北京版《条例》即

对必要措施进行了具体化，其中限制了住

房租赁企业收房的租金涨幅、查处哄抬租

金。这个措施显然是针对当年各大租赁企

业竞价收房的约束，防止这些企业在资本

的助推下放大市场波动。”在楼建波看来，

住房租赁市场的主体是散户对散户

（C2C），住房租赁企业运营的规模（B2C）

占比较小，租金调控的手段少、压力大。此

次发布的新政可谓“增加了调控手段”。

征求意见稿还对贷款进行了限定。征

求意见稿提出，住房租赁企业不得以隐

瞒、诱导、欺骗、强迫等方式要求承租人使

用住房租金贷款，不得在住房租赁合同中

包含租金贷款相关内容。

同时，金融机构在发放租金贷款

时，应当以备案的住房租赁合同为依

据，贷款额度不得高于住房租赁合同金

额，贷款期限不得超过住房租赁合同期

限，发放贷款的频率应与借款人支付租

金的频率匹配，租金贷款只能划入借款

人账户。

对于违规企业，征求意见稿也制定了

相应的处罚。按照规定，住房租赁企业及

从业人员不得有哄抬租金、捆绑消费等扰

乱市场秩序的行为；不得渲染、炒作住房

租赁市场趋势、价格；不得未按出租人书

面委托价格对外发布、展示、推广房源信

息等。若出现违规行为，将按照情节轻重

给予处罚。

针对近年来屡禁不止的互联网信息违规发

布等乱象，此次发布的征求意见稿提及，将互联

网平台的监管纳入地方性法规。

根据规定，互联网信息发布平台应当依法

对申请进入平台发布、展示、推广租赁信息的单

位和个人真实有效身份进行审查、登记，建立档

案，不得为提供材料不齐全的、被列入经营异常

名录或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的、未按规定办

理信息卡或使用他人信息卡的从业人员，以及

被住房城乡建设等主管部门依法限制发布的单

位和个人发布住房租赁信息。

同时，互联网信息发布平台知道或者应当

知道信息发布者存在提供虚假材料、虚假信息

等违法情形的，应当及时删除、屏蔽相关信息，

并向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报告。若违反上述

规定，不仅将被处2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

网络信息管理部门也将按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

部门的意见暂停其发布展示推广房源。

将建官方租赁服务平台

单次收租超3个月需纳入监管

网络平台及时删除虚假信息

重申禁止群租房

调控租金上涨过快

不得要求使用租金贷

8月24日，由北京市住建委起草的《北京市住房租赁条例（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征求意见稿”），面向社会公开征求

意见。征求意见稿共6章81条，对长租公寓监管、租金贷、网络房源发布、群租房等热点问题予以规范。其中提及，北京市将

建立住房租赁管理服务平台，租金上涨要调控，并提出将引入资金监管。据悉，征求意见截止时间为2021年9月23日。

提出租金指导价 北京住房租赁条例征求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