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菜篮子
除粮油外，今年猪肉、蔬

菜、水果等“菜篮子”产品生产

供给形势也不错。特别是生猪

产能完全恢复，提前半年实现

恢复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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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失信者有了补救机会 他们能做些什么

老大哥腾讯一纸公告，丁磊隔岸拍

手，网友高呼，“周董，我来了”。

趟过李逵李鬼齐飞的免费时代，走

过得版权者得天下的整合阶段，在线音

乐终于来到了公平竞争的门前。

喜大普奔。新世纪初，还是互联网

百花齐放的时候，在线平台以入侵者的

姿态打入音乐市场，在买方和卖方之间

横插一脚，开放共享的理念下，制作商

靠唱片赚钱，平台方靠广告吸金，版权

无人在意。

十年野蛮生长后，唱片公司江河日

下，版权意识觉醒，李鬼无处遁形。在线

音乐平台为了争得活下去的机会，打响

版权之战。

同质化的模式面前，内容是唯一亮

点，于是版权竞争从白热化到恶性，最

终不可避免走向垄断。

版权战火纷飞的过去几年间，伤亡

无数。有人挟版权以令用户，“一超一

强”格局成型，也有人沦为虾米，千千静

听、天天动听、豆瓣音乐成了时代的眼

泪，80、90们在灰色的歌单里慨叹青春。

为优质内容付费，在平台的培养下

渐成各方共识，也理所应当。但怕的是

日复一日为垄断买单，一方变本加厉，

一方沦为附庸。版权奇货可居，行业成

本高企，小而美者只会越来越小。

一家独大，成本转嫁，最怕还是用

户买单。在不同App、各家会员之间反复

横跳，甚至靠几十秒的前奏安抚突如其

来的音乐之魂，体验下滑，怨声四起。

这是过度竞争带来的恶果，也让去

独化成为必然。版权之争需要回归理

性，而不是仅靠财大气粗拉高门槛。站

在“去独”的分水岭，后版权时代下，游

戏规则的改写迫在眉睫，划江而治的格

局面临重塑的可能性。

之于牢据霸主地位的腾讯，有王牌

失效的忧虑，之于网易云音乐等跟随

者，则多了几分迎头赶上的概率；而一

直观望的短视频平台们，似乎也可以找

到入局的切口。

版权或许不再是唯一的王牌，但仍

是最重要的基础设施。版权生意错综复

杂，上游是与音乐人、唱片公司的周旋，

下游要考虑听众的喜好需求，游走其

中，音乐App有了更大的选择权，也有了

更多需要考虑的因素，哪些是必须掌握

的资源，哪些是可以暂时搁置的内容，

合理购买、正当议价，避免内耗，营造良

好的市场竞争环境。

重塑的不只是音乐资源格局，当曲

库差异缩小，当护城河收缩，对音乐市

场的考验也更进一层。可以没有内耗，

但不能没有“内卷”。

潮水褪去，内容有了展现真实价值

的市场语境，唱片公司不可能靠既有版

权一招吃遍天；音乐平台也无法再凭

独家曲库让会员趋之若鹜，收费需要

更能击中用户的底气，对优质内容的

开发和存量用户的精细化运营急需提

上日程。

从版权伊始，在线音乐市场学会了

竞争，领悟了核心，这是对内容创作的

初步尊重；但版权只是起点，是市场良

性发展的基础。在一个滚滚向前的时代

里，没有谁可以涛声依旧，竞争是商业

逻辑，非独家是公平前提，有竞争也有

开放，才能群英荟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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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弃独家，留下版权
汤艺甜

“两节”临近 我国农产品供给有保障
中秋国庆“两节”即将来临，怎样确保

重点地区农产品供给？在9月1日的新闻

发布会上，中国农民丰收节组织指导委

员会副主任、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马有祥

表示，节日期间我国农产品市场供给是有

保障的。

马有祥指出，今年洪涝等自然灾害多

发，给农业生产带来一定影响。河南是我

国小麦和玉米主产区，经历了历史罕见的

极端天气，各方对粮食市场运行非常关

注。从调度情况看，我国粮食总体价格继

续保持基本稳定，市场没有出现大涨大跌

的情况。

据介绍，7月监测的稻谷、小麦、玉米

三种粮食集贸市场月均价为每百斤

129.22元，与上个月基本持平，比去年同

期高5.5%。由于暴雨灾害对河南部分地

区玉米、花生、大豆生产影响较大，这三

个品种的价格波动受到普遍关注。7月这

三个品种的全国均价都呈稳中有跌的走

势，从监测情况看，受河南暴雨灾害的影

响有限。

目前，南方早籼稻收获上市，产量增

长、品质提升、市场购销两旺，价格有所上

涨；小麦收购旺季逐步接近尾声，贸易商售

粮加快，价格较前期稳中略有回落，河南等

主产区收购价在每斤1.25元左右。

马有祥表示，我国粮食市场能保持平

稳运行，关键还是供需基本面牢固。马有祥

强调，随着中秋、国庆两节临近，农产品消

费将迎来传统旺季，一般这个时候农副产

品价格都会有所上涨。除粮油外，今年猪

肉、蔬菜、水果等“菜篮子”产品生产供给形

势也不错。

特别是生猪产能完全恢复，7月末全国

能繁母猪和生猪存栏量分别恢复到2017年

年末的101.6%、100.2%，提前半年实现恢

复目标。“因此，节日期间我国农产品市场

供给是有保障的，尤其是猪肉，在座的各位

可能知道，近期下跌非常快，也希望大家趁

这个机会多吃猪肉、多买猪肉。”马有祥如

此说道。

而针对前期局部地区新冠肺炎疫情

点状发生的情况，马有祥称，8月6日，中央

农办、农业农村部、国家乡村振兴局印发

紧急通知，对做好农村地区疫情防控和农

产品稳产保供工作作出部署。包括落实

“菜篮子”市长负责制，抓好秋季蔬菜生

产，切实保障“菜篮子”产品生产供给。做

好重大动植物疫情防控和灾害性天气预

防应对，落实好鲜活农产品运输“绿色通

道”政策，加强农产品市场监测预警和信

息发布，推动完善储备、进出口等市场调

控制度等。

自然灾害的频发也关系到秋粮的生

产。对此，农业农村部新闻发言人、总经济

师魏百刚表示，从全国来看，农业灾情总

体偏轻，今年秋粮丰收的基本面仍然较

好。据介绍，重灾区占秋粮面积比例较小。

灾情较重的河南秋粮受灾面积1100万亩，

占全省秋粮面积的14%，占全国秋粮面积

不到1%。目前，河南绝收的525万亩地块

一半左右已完成改种补种，受灾田块基本

开展了一遍施肥打药作业，未受灾田块长

势好于常年，可弥补一部分损失。山西、

陕西、甘肃、宁夏等地因旱受灾1930多万

亩，仅占全国的1.5%，而且杂粮杂豆等占

比较大。

“今年的灾害是局部的、阶段性的，全

国农业灾情与往年比总体偏轻。”魏百刚表

示，6月以来，全国农作物累计受灾7200多

万亩，比去年同期少3950多万亩；绝收930

万亩，少430万亩。受灾、成灾和绝收面积均

是近五年同期最低。

目前距离秋粮大面积收获还有一个月

左右的时间。魏百刚说，下一步要在南方稻

作区防范好寒露风，在东北及内蒙古地区

防范好早霜以及台风的袭击。农业农村部

已经会同有关部门开展逐个区域、逐个品

种、逐个环节的安排部署，各地也都提前做

好了防范灾害的准备工作，有信心夺取今

年秋粮丰收。

值得注意的是，在消费方面，中国农民

丰收节组织指导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农业

农村部市场与信息化司司长唐珂在发布会

上透露，今年9月7日，即农历白露节气，农

业农村部、商务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

华全国供销总社将在北京市大兴区爱情海

玫瑰园共同发起2021年中国农民丰收节

金秋消费季活动。

“随后我们还会在浙江嘉兴、广东深圳

等地组织系列活动。”唐珂称，学习强国、阿

里巴巴、京东、抖音等平台已经积极响应起

来，将推出一系列实打实的促消费举措，金

秋消费季将延续3个月时间。希望广大消费

者在金秋消费季期间，多购买一些绿色、优

质、特色的农产品，让农民卖得好、实惠多；

让消费者买得好、乐趣多。

北京商报综合报道

摘掉违法失信帽子

违法失信行为人有了更多主动改错的

机会。《办法》提到，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或

者被标记为经营异常状态的当事人，在补报

未报年份年度报告并公示，已经履行即时信

息公示义务，已经更正其隐瞒真实情况、弄

虚作假的公示信息，依法办理住所或者经营

场所变更登记，或者当事人提出通过登记

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可以重新取得联系的

情况之下，可以依照本《办法》规定申请信

用修复。

在现实经营中，因企业管理不规范、信用

意识淡薄等原因，60%以上的民营企业均受

过不同程度、不同类别的行政处罚。此外，有

的企业注册地址和实际经营地址不相符，或

未及时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进行年

报填报，也可能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据了解，正常情况下，企业一旦受到行政

处罚，相关信息便会同步到“信用中国”网站。

交罚款只是第一步，后续还需要企业主动整

改，纠正失信行为，经历公示期后，再申请信

用修复。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往往存在企业

交了罚款，却没有及时进行信用修复，或者企

业信用修复部门中信息共享不足等问题，任

何一个环节出了错，都容易让企业的信用修

复变得遥遥无期。

湖南芙蓉（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苏喜

介绍，根据有关规定，严重违法失信企业首

先在申请行政许可、资质、资格，及承担政

府采购、招投标项目时会作为一个重大不

利的考量因素；其次也会被市场监管部门

列入重点监管对象，提高被检查的频率及

监管的严格程度，也不会再被市场监管部门

评先评优。

如今《办法》的实施拓宽了信用修复的渠

道，一些有意愿的企业，只要按照《办法》的规

定履行相关义务，就能提前摘掉违法失信企

业的帽子，而信用修复机制的畅通也能在一

定程度上激发企业合规经营的意识。

从“先罚再听”到“先听再罚”

信用修复不是一个单一的问题，往往需

要配套的支持。与《办法》同一天生效的还有

《市场监督管理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办法》

和《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信息公示规定》。后

者正与《办法》一同推动解决市场监管部门行

政处罚信息公示期限较长、信用修复机制不健

全等问题，例如规定告知、听证、送达、异议处

理等程序应当与行政处罚程序一并实施。

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违法失信当事

人的合法权益。据了解，2016年4月1日实施的

《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管理暂行办法》规

定，违法企业在符合一定条件的前提下，工商

行政管理部门可以直接决定将企业列入严重

违法失信企业名单，而不需要听取涉事企业

意见。如果企业有意见，可以在其被列入严重

违法失信企业名单的信息公示后30天内向工

商行政管理部门进行申诉，因此往往是“先处

罚、再听取意见”。

苏喜介绍，新的管理办法规定在涉事企

业被列入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前，有权利

知道自己即将被列入名单，并有权参与听证

及提出异议等，实现了“先听取意见，再决定

处罚”的效果，保障了企业被列入严重违法失

信企业名单前的知情权和陈述申辩权。

关于信用修复程序的工作期限，《办法》

也要求，市场监管部门应当在规定的期限内

完成信用修复程序，不得无故拖延，最大限度

保护当事人信用修复权益。

“这可以说是市场经济下对企业的一种

正向激励。而且企业作为一个市场主体，它的

失信行为有时候是有意的，也可能是无意的。

这种激励对激发市场活力、提高生产效率是

有积极作用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本身也在不断的发展建设完善当中，在这个

过程当中，企业主体也在不断适应制度建

设。”南开大学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院副院长

白雪洁在接受北京商报记者采访时说道。

统一修复机制是关键

但一个良性运转的社会信用体系，需要

的不仅是打通信用修复的渠道。在信用体系

建设方面，《市场监督管理严重违法失信名单

管理办法》的实施，也扩大了严重违法失信名

单列入范围，聚焦食品、药品和特种设备等直

接关系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的市场监管领

域，出重拳、下猛药。

白雪洁表示，信用修复就是对受到了大

棒惩罚的企业，当它能够完整有效地履行法

定行为和义务之后，给予激励或奖赏。这种萝

卜加大棒的激励制度，也是市场经济体制、社

会信用体系建设的一个构成部分。

自2014年以来，为构建市场监管领域信

用体系，《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严重违法

失信企业名单管理暂行办法》《企业经营异常

名录管理暂行办法》和《工商行政管理行政处

罚信息公示暂行规定》等法规相继出台，初步

构建了以企业信息归集公示、经营异常名录

和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管理为主要内容的

信用监管制度体系，有力支持商事制度改革、

加强事中事后监管等工作。

随着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深入推进，修

复制度不健全、信用修复难等问题愈发凸显，

限制了市场活动的更新和发展。有媒体曾经报

道，受官方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没有完全打

通、市场化企业信息查询系统没有信用修复有

效途径、企业自身的信用管理和修复意识没有明

显提升等因素影响，企业信用修复仍存困难。

因此，针对当前政府部门间以及政府部

门与第三方信息归集网站间存在数据孤岛现

象、信用修复政策不一致、部分企业信用管理

意识不强等问题，多位业内人士也建议探索

建立统一标准的信用修复机制。

值得注意的是，信用体系的建设通常与

市场经济发展环环相扣。近日，深圳印发了

《关于建立破产信息共享与状态公示机制的

实施意见》，其中包括个人破产状态公开公

示、个人破产信用可修复等内容，在全国率先

建立了个人破产信息共享和公示机制，推动

个人破产与社会信用体系联动。

“深圳的这种尝试肯定是具有开创性的，

因为有了第一个敢吃螃蟹的人才会说下一步

推广。但是如果它要在全国推广和借鉴，还需

要在设计共享和公示机制的时候，有更全面

的考虑才可以。”白雪洁介绍。

北京商报记者陶凤实习记者余莎

因为一条未修复的环保行政处罚信息，一家制药厂的贷款申请被银行拒之门外。而背后的原因

是那条行政处罚被纳入了银行的风控系统。在一位业内人士分享的案例中，不经意透出信用修复机

制脆弱的一环。

当下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而完善、畅通的信用修复机制重要性也

愈发凸显。9月1日，《市场监督管理信用修复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正式实施，由此企业的正常

经营也补上了关键的一环。

《市场监督管理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办法》

《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信息公示规定》+《市场监督管理信用修复管理办法》

聚焦食品、药品和特种设备等市场监管领域

出重拳、下猛药，强化信用约束和失信惩戒

推动解决市场监管部门行政处罚信息公示期限较长、信用修复机制不健全等问题

扩大严重违法失信名单列入范围

健全完善信用修复制度、缩短信息公示期限、规范信用修复程序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