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址社址：：北京市西城区地安门西大街北京市西城区地安门西大街103103号号 邮政编码邮政编码：：100009100009 联系电话联系电话：：新闻新闻5798312457983124 新媒体新媒体5798316457983164 发行发行5798323757983237 广告广告5798308057983080 订阅处订阅处：：全国各地邮局全国各地邮局 国外发行国外发行：：北京北京399399信箱信箱 国外发行代号国外发行代号895895DD 定价定价：：全年全年396396元元 每月每月3333元元 广告经营许可证广告经营许可证：：京西工商广字第京西工商广字第01270127号号 经济日报印刷厂印刷经济日报印刷厂印刷 法律顾问法律顾问：：北京市格平律师事务所郑菊芳律师北京市格平律师事务所郑菊芳律师

视点评论 2023年6月20日 星期二主编 吴瑛 责编 黄威
美编 颜雪 责校 宛玲 制作 佟斌4

天天 点观观
新闻 1°深深

女报 角视视

﹃
暗
示
弃
考
﹄
是
对
教
育
初
心
的
背
离

““街拍街拍””的法律底线在哪里的法律底线在哪里？？

新闻新闻壹段壹段评评
为盲盒经营划出红线势在必行

日前，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盲盒经营行为规范指引
（试行）》（以下简称《指引》），明确了盲盒经营禁售清单，为盲
盒经营划出红线，推动盲盒经营者加强合规治理。《指引》对盲
盒销售对象的年龄进行了严格限制，要求不得向未满8周岁
未成年人销售。

近年来，盲盒相关产品受到不少年轻消费者青睐，
引发社会广泛关注。盲盒产品作为一种新的营销模
式，相关法律法规还没有完全跟上。现在市场监管总
局出台《指引》，为盲盒经营划出红线，将其纳入法治轨
道，相信能对行业乱象进行有力遏制，也能让经营者守
好底线、合规经营。

用人单位“闻病色变”须加强治理

据媒体报道，近日，一些乙肝传染病病人、病毒携带者在
求职时被用人单位拒之门外。用人单位“闻病色变”，让求职
者很受伤。专业人士指出，这一行为构成就业歧视，求职者
可就用人单位的违法行为向劳动部门投诉。

目前，歧视乙肝病毒携带者入职的现象依然存
在。一些单位虽不要求员工在入职的时候检测，却会
通过其他理由要求检测，如果有问题，则会拒绝员工入
职。对此，相关部门可以扩充就业促进法中的反歧视
条款，不能纵容擅自扩大体检标准和范围的企业。同
时加大科普宣传，引导人们科学正确认识传染病相关
知识，消除歧视，维护病人和病毒携带者的合法权益。

蔡冷玥 整理点评

反对“强制关注”为“消费自由”清障

为保护消费者的自主选择权、公平交易权和个人信息等权
益，针对扫码消费中存在的问题，中国消费者协会将在全国范
围内开展“反对强制关注公众号”消费监督工作，消费者可将遇
到的此类问题通过电子邮件方式向中国消费者协会进行反映。

对于老生常谈的侵犯消费者隐私、非法获取个人
信息、频繁推送广告等扫码消费等问题，全社会和有关
部门必须下大力气，守好公民隐私安全防线，保护消费
者的合法权益。

游走在时尚与侵权边缘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见习记者 高越

6月11日下午6时许，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来到北
京三里屯。炎炎夏日并没有阻挡人们逛街的热情，暮色逐
渐降临，人群显得更加拥挤，在这份热闹背后，一个个街拍
者就隐藏其中，有人提着摄像器材躲在广告牌后，有人站
在柱子旁边，也有人拿着手机时刻连着充电宝，伺机而动。

街拍有可能侵犯肖像权吗？
三里屯作为潮人聚集的商圈，是街拍者们的“胜地”。

但在呈现流行时尚的同时，这种行为也面临着很多问题，
一些摄影师将镜头对准年轻漂亮的女性，甚至在未经允许
的情况下拍摄穿着清凉的女孩。

在这里，时不时能看到不少举着相机的人压低镜头，
对着穿着短裙或短裤的女性一路小跑狂追，有人会面对镜
头打招呼，有人则会迅速快步离开。

“如果我发现这种行为，肯定是不接受的，我觉得他侵
犯了我的肖像权，会直接让他删掉照片。”一位穿着短裙的
女孩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而另一位被拍的女孩则说，

“我觉得这种情况非常普遍，经常会遇到，但是不知道该怎
么拒绝。”

记者注意到，在商场一旁立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三
里屯太古里声明：禁止任何商家、个人在未经授权和许可
的情况下，对出入三里屯太古里的顾客摄影、摄像。特提
示广大顾客提高防范意识，保护个人肖像权。”

记者拨打了三里屯热线，对方明确表示三里屯不允许
街拍，并说如果遇到街拍可以找现场工作人员进行协调，
也可以到警务站寻求帮助。

街拍的法律底线在哪里，街拍者应该遵守什么样的规
则？厦门大学法学院副教授齐云告诉记者，街拍最可能侵
害到被拍摄者的肖像权，有些情形也会侵害到被拍摄者的
隐私权，甚至是名誉权。我国民法典人格权编规定了民事
主体享有的各种具体人格权，其中就包括肖像权、隐私权
和名誉权，并且明确了民事主体的人格权受法律保护，任
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害。

所谓肖像是通过影像、雕塑、绘画等方式在一定载体
上所反映的特定自然人可以被识别的外部形象。未经肖
像权人的同意，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制作、使用、公开肖
像权人的肖像。“在街拍行为中，拍摄者直接以影像的方式
记载被拍摄者的外部形象，由于往往是偷偷摸摸进行的，
并未征得肖像权人的同意，故而，通常构成对他人肖像权
的侵害。”齐云说。

被拍者没有明确拒绝算不算同意拍摄？在齐云看来，
这种“没有明确拒绝”是一种“沉默”，依民法典第一百四十
条，沉默只有在有法律规定、当事人约定或者符合当事人
之间的交易习惯时，才可以视为意思表示。所以，没有明
确拒绝的“沉默”此时当然不能视为“同意”。西南政法大
学黄忠教授也同样认为，如果是肖像权人单纯的沉默，比
如单纯微笑，甚至转头快速走开，但没有表达明确的拒绝
意思也不能认为是同意拍摄。

被凝视下的隐私问题
这些拍摄的照片会去向何处?如果在网上搜索街拍，

会搜索出大量照片和视频，其多数是专门的街拍账号发布
的。这些账号通过在短视频平台上发布街拍照片或视频
获取流量，吸引广告商。但面对询问时，不少拍摄者说自
己并不会把拍摄内容发到网上。一位摄影师告诉记者，

“街拍”属于自己的个人爱好，但不会发到网络上去，“我会

私藏这些照片，爱看美女是人之常情啊。”但他也坦言，很
多人不愿意被拍摄。

采访时，记者注意到一位摄影师对着一位女孩背影拍
摄，但却将镜头对准了穿着短裤的女孩的腿部，这位女孩毫
不知情。拍摄完后，他拿着相机与其他摄影师在角落分享，
时不时对女孩的长相和身材进行评判。“如果他只是拍美的
事物我可以接受，但如果他只对着女孩的腿拍，我会觉得非
常冒犯。”看到这种行为，有人气愤地对记者说。

对于这种情况，黄忠告诉记者，按照民法典的规定，除
非法律另有规定，否则未经肖像权人同意，不得制作、使
用、公开肖像权人的肖像。因此，是否用于商业用途不是
侵害肖像权的抗辩理由。而且，不仅肖像的制作需要获得
肖像权人的同意，肖像作品的发表、展览也需要获得肖像
权人的同意。

民法典第一千零三十三条明确规定了除法律另有规定
或者权利人明确同意外，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实施侵害
他人隐私权的行为，其中包括拍摄、窥视、窃听、公开他人的
私密活动，或拍摄、窥视他人身体的私密部位。

上海格联（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杨竹一认为，如果是
借街拍之名拍摄他人的裙底或其他隐私部位，这就侵犯了
他人的隐私权，是借街拍之名行偷窥之事，应该严厉制
止。齐云同样认为，未经允许的街拍可能会泄露被拍摄者
的私密活动或私密信息，甚至有街拍客针对女性的私密部
位进行放大拍摄，这些都可能构成对被拍摄者隐私权的侵
害。

更有甚者，会将这些照片发到网上之后添油加醋、胡
编乱造或搬弄是非，“除了前述侵害肖像权外，还可能进一
步侵害被拍摄者的名誉权。若街拍客故意通过捏造歪曲
来诽谤被拍摄者以达到哗众取宠、吸引眼球的目的，也可
能构成对被拍摄者名誉权的侵害。”齐云说。

中华女子学院一位女性学专家表示，未经同意拍摄女
性身体局部并指点的，可能构成一种基于两性不平等而呈
现的男性对女性的凝视，显示大众对女性价值认同的偏
颇，本质是性别歧视的一种表现。

在她看来，在公共平台传播时，对青年女性外貌和形
象的品头论足，会对青少年群体的自我认同产生影响，影
响女生对自我价值的判断和对女性身体形象的认同，影响
男生对女性的歧视性价值判断，也会加大女性在公共空间
的不安全感，不利于女性的公共参与。

面对侵权，平台应承担什么责任？
应如何明确拒绝街拍，发现被拍摄甚至被发到网上应

该如何维权？齐云认为，若发现未经同意，被他人偷拍，肖
像权人当然可以当场明确表示拒绝，并要求拍摄者删除所
拍摄的照片。若发现拍摄者将所偷拍的照片发到网络平
台上，肖像权人可以联系拍摄者要求撤下照片，甚至可以
进一步要求拍摄者承担相应的侵害肖像权的侵权责任，包
括赔偿损害、停止侵害、消除影响、赔礼道歉等民事责任。

齐云表示，网络平台作为网络服务提供者，我国民法
典对其明确规定了“通知-取下”规则和“红旗原则”。即依
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九十五条，网络用户利用网络服务实施
侵权行为的，权利人有权通知网络服务提供者采取删除、
屏蔽、断开链接等必要措施。网络服务提供者接到通知
后，应当及时将该通知转送相关网络用户，并根据构成侵
权的初步证据和服务类型采取必要措施；未及时采取必要
措施的，对损害的扩大部分与该网络用户承担连带责任。

而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九十七条还进一步规定了“红旗
原则”，即网络服务提供者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网络用户利
用其网络服务侵害他人民事权益，未采取必要措施的，与
该网络用户承担连带责任。

“一方面，权利人可以及时联系网络服务提供者，要求
其采取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必要措施，及时防止侵权的
扩大。另一方面，权利人可以向上传的网络用户和网络服
务提供者依法主张承担侵权责任。”黄忠说。

黄忠认为，平台在技术能力所及范围内，要对网络用
户上传的照片进行事前审查，并对用户上传涉及他人权利
的照片的合规性进行提示。平台接到权利人的侵权通知
后，应当及时将该通知转送相关网络用户，并根据构成侵
权的初步证据和服务类型采取必要措施，防止损害的扩
大。

目前，很多平台已经有了侵害权益的举报入口，如侵
害肖像权、隐私权、名誉权等，如果发现侵权行为，既要
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身权益，也要反对物化女性的行为，
在全社会营造两性平等发展的环境。“街拍这种现象是把
双刃剑，用好了能体现民风民俗，用不好则会伤人伤
己。”杨竹一说。

北京三里屯在街边立牌，提示顾客保护肖像权。
高越/摄

福建省晋江市公安局刑侦大队是一支具有光荣历史和
优秀传统的警队，1999年8月3日被国务院授予“特别能战
斗刑警队”荣誉称号，“特别能吃苦、特别能奉献、特别能战
斗”的“背包”精神声名远扬，成为全国刑侦战线的一面旗
帜。

近年来，该大队以“传承弘扬‘背包’精神，维护妇女儿童
权益”为主线，严打涉拐违法犯罪。2020年以来，共破涉拐
案件37起，抓获犯罪嫌疑人76人，解救被拐妇女儿童28
人，举办认亲活动114场。同时，严打性侵犯罪，加强强奸、
猥亵妇女儿童犯罪警情研判，及时发现违法苗头，依法从严
惩处。2020年以来，晋江市强奸猥亵妇女儿童案件破案率
达100％。

据悉，今年6月份，晋江市公安局成立打击性侵害女性
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女警侦查队，专门办理性侵害女性未成
年人犯罪案件。“我们从基层遴选了4名35周岁以下、懂专
业、有爱心的女警组成打击性侵害女性未成年人犯罪案件
女警侦查队。今后，我们还将根据工作需求，对这支队伍的
人数、工作职责做相应的调整。”晋江市公安局刑侦大队相
关负责人告诉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该局还与晋江市妇
联建立共建机制，在受害女性、未成年人维权、心理疏导等
方面形成合力，进一步关爱、保护妇女儿童，当好维护妇女
儿童权益的坚实后盾，做她们的温暖家人。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杨睿 文/摄

呵护花蕾呵护花蕾 守护成长守护成长

□ 孔一涵

6月18日，有网友爆料称“江西南昌某中学学
生疑似被班主任要求中考弃考”。当晚，南昌市教
育局就此事发布情况通报称，经初步核查，班主任
暗示其弃考情况基本属实。南昌市教育局将督促
属地教育行政部门及湾里实验学校积极与家长沟
通，妥善处理此事，并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

中考是结束九年义务教育后的第一次升学考
试，它决定着学生未来几年的升学轨迹，也是学生
人生路上的第一个分叉口。如此重要的考试，为
何班主任能轻易以不发毕业证为要挟暗示成绩较
差的学生弃考？在教师个人的“失格行为”背后，
是整个学校的暗示与默许，更是“唯分数唯升学”
错误教育观念的缩影。而在新闻评论区中，网友
们的“现身说法”也证明此事并非某一学校或某一
地区的个例，而是各地教育部门亟待解决的问题。

在中考分流的背景下，必然会有一部分学生
转而选择进入职业学校，然而，这不应成为不让学
生参加中考的借口。学生的意愿与选择，绝不能
成为学校漂亮升学数字的牺牲品。为了“优秀学
校”的名头而抛弃甚至强行剥夺学生的选择权，不
仅背离了教育的本质，更触碰到了教育公平的红
线。

针对此次事件，教育部门不仅要严肃追究相
关学校、个人的责任，划下保障学生合法权益的
红线，更要追根溯源，打破根深蒂固的“唯升学”
功利化教育理念，构建正确科学的教育评价体
系，消灭“暗示弃考”现象滋生的土壤。同时，我
们也要注意到，学校通过毕业证的发放“暗示”学
生放弃中考，无疑属于滥用权力。学生的身心发
展尚不成熟，其在与学校的关系中处于绝对的弱
势。如何防止学校扩大与滥用权力，还需要有关
教育部门发力，进一步完善学校监督和制约机制，堵住权力
行使漏洞。

社会公平的基石是教育公平，而教育公平又需要制度
公平支撑。中考作为九年义务教育的终点，为了纸面上代
表高教育质量的“升学率”数字，舍弃现实中面临学业困难
的学生，显然是对教育初心的背离。无论学生成绩优异还
是落后，都为其进步发展做出最大努力，才能真正落实立德
树人这一教育根本任务，让学生得以在自由的空间中成长
成才。

以大爱之心系他人梦想

6月18日，在中南财经政法大学2023年毕业典礼暨学位
授予仪式上，“00后”大四学子王若妍将4.9万元奖学金，连同
父母配捐的5.1万元，共10万元捐赠给母校，设立“中南财经
政法大学研学基金”，用于资助学校研究生、支教团服务地和
学校定点帮扶地区的乡村孩子到武汉研学。

从收到来自学校、社会的奖学金中感悟到托起他
人梦想的意义，于是选择把奖学金捐出，帮助乡村孩子
能够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王若妍不仅品学兼优，更心
怀大爱，值得点赞。

福建晋江专门成立打击性侵害女性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女警侦查队

专家表示，街拍最可能侵犯到被拍
摄者的肖像权，有些情形也会侵害到被
拍摄者的隐私权，甚至是名誉权。我国
民法典人格权编规定了民事主体享有
的各种具体人格权，其中就包括肖像
权、隐私权和名誉权，并且明确了民事
主体的人格权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或
者个人不得侵害

▲

福建省晋江市公安局刑侦
大队DNA实验室工作人员提取女
性受害人衣物上的DNA。

▲ 福建省晋江市公安局刑
侦大队女民警在采集非亲属入户
女童血样。

▲ 6月19日，在福建省晋江
市公安局刑侦大队，“案件通”女
民警林宝娟（左二）为女侦查员培
训打击性侵害女性未成年人犯罪
案件办理业务知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