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企业环保违法屡罚不改如何破局
李松林

近日， 山西省环保厅公布2014年全年
处罚信息， 信息显示山西漳泽电力股份有
限公司蒲洲发电分公司2#废气出口排放
污染物二氧化硫超标，被罚款10万元。而被
处罚的这家能源上市公司， 只是山西国企
同煤集团多家下属企业环保违法的冰山一

角。仅去年，同煤集团因环保违法问题就被
山西省环保部门处罚并通报高达十余次。
（新华网4月1日）

似乎再也没有比这更具讽刺性的了。
同煤集团头顶着许多头衔：国家512户重点
企业之一、国家120家大型企业集团试点单

位之一、世界五百强排名第369名、“中国企
业社会责任十大杰出企业” ……种种光鲜
形象的背后， 其下属企业却因环保违法问
题被屡屡处罚通报。 在公众环保观念水位
逐渐上涨，环境治理日益取得共识的今天，
这种景象引人侧目。

同煤集团表现的病症， 只是环保治理
形势严峻的一个缩影。 检索相关新闻即可
发现，类似“南京五大环境违法案件通报，
知名国企环境污染七宗罪”、 “国营山西锻
造厂等4国企环境违法挂红牌”、“环保部首
次公布排污黑名单， 部分国企成违法钉子
户”的新闻可谓“遍网都是”。环保部2012年
曾对中石化下属三家企业检查， 其下属企
业竟以“国计民生”为借口疯狂排污，这引

得广东环保厅官员怒斥 “中石化要挟地方
政府”。

国企本应带头做好表率， 在追求经济
效益的同时履行社会责任， 可为何偏偏是
国企，在环境违法方面反而更“任性”？国企
往往是地方招商引资的“排头兵”，也是财
政税收来源的“大头”，在“GDP崇拜”的年
代，这种“身份依赖”更明显。正因为要看人
脸色，环境执法也就只好睁只眼闭只眼。比
如， 前述中石化下属三家企业环境违法的
案例， 当时广东省环保厅环境监察局局长
周全就曾“拍桌子”———“明目张胆！明明发
现排污超标 ， 没人去检查 ， 没人去督促
……”眼下，地方“唯GDP”的老思维正逐渐
得到祛魅，在对不想碰的姿态纠偏之后，也

要对失职渎职的执法人员进行问责。
过去，一些地方环境执法部门习惯对企

业违法口头警告、 下个违法整改通知单了
事。即使动用经济手段实施处罚，最终对企
业来说不过不痛不痒。就从此次同煤集团多
家下属企业的十余起环保违法来看，资料显
示罚款额度最低3万元， 最高20万元， 这对
“日进斗金”的大企业来说，无非九牛一毛。
如果罚款不能让企业感到“肉痛”，资本牟利
的冲动击退环保责任简直就是“正常”。

企业大肆环保违法， 违法成本过低是
个关键原因。好在，“带牙齿”的“新环保法”
已经明确将对有违法行为屡教不改的企业

进行“按日计罚”，直到追究责任人刑事责
任。如此，能否扼住违法苗头，很大程度上

就要看是否把 “新环保法” 用到用好用足
了。

除了不想管、没认真管之外，企业环保
违法屡罚屡犯、屡罚不管的背后，还可能出
于执法持续性不足。环境污染现状，不是一
天两天才形成。环境执法也应该常抓常管，
以个案处罚为监管治本赢得时间。 在这一
点上，不妨借鉴当前反腐领域的经验，树立
以整治国企环保违法为突破口的思路。这
既需要有对环保违法行为发现一起查处一

起；也需要对违法整治结果及时“回头看”，
防止病灶反弹复发；更关键的，要推进环境
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扭转“先污染后治理”
的发展老路， 在相关规制框架内切实畅通
公众举报，严格依法执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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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步精致的大学生活也是一种 “病”何 敏

每个大学生身边大概都会有这样一个

朋友： 他 （她） 成绩优异， 勤奋上进， 事
事争先， 是老师和同学眼中的优等生。 然
而， 一旦深入了解他 （她） 的生活状态，
你会觉得， 他 （她） 似乎过得并不是那么
开心， 充满了深深的自责和焦虑。

这个时代对于成功的过度推崇及其衍

生的焦虑， 早就渗入了大学校园。 大家从
跨进大学校园的那一刻起， 仿佛就铆足了
劲儿 ， 企图过上 “步步精致 ” 的大学生
活———分数要高， 课外活动要参加， 社交
和人脉要努力开发， 甚至连谈恋爱都唯恐
落后于人。

于是 ， 有的学生为了保证完美的分
数， 特意去选一些不费劲课， 更有甚者，
在临近期末时悄悄找老师私聊， 说自己毕
业之后想出国 （且不论真假）， 拜托老师
给个高分。 笔者以前也循着这个例子做过
类似的事 ， 一开始觉得这个事情挺正当
的， 毕竟老师随便大手一挥， 就是学生金
光闪闪的分数和似乎顺理成章的大好前

途。 直到有一次看了人大哲学系青年教师
周濂在 《你永远都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
人》 中写的———他作为老师面对学生提出

类似要求时的矛盾心情———我才恍然明

白， 自己做的事情并不那么正义。 周濂大
意是说， 老师当然希望每一个学生都有大
好前途， 可如果得到一个高分这么容易，
那求知和学习就失去了它本来的意义， 再
者这样对别的学生也不公平。

周濂写道： 这学期我收到大量学生来
信， 都在焦虑于为什么周围的同学如此目
标明确， 为什么自己依旧懵懵懂懂。 出于
某种补偿心理， 这些学生会一方面忙不迭
地参加各种社团活动、 社会实践， 另一方

面又强求自己在考试时门门得优。 在这种
全方位白热化竞争的氛围下， 只可能造就
彻底的赢家和彻底的输家。 都说大学教育
正在堕落成为一种 “失去灵魂的卓越 ”，
但是在我看来， 更可忧虑的是那些赢家并
不因此成就 “卓越”， 反倒可能因为谙熟
了各种潜规则而变成蝇营狗苟的现实主义

者， 与此相对， 输家则因为遭遇挫折或不
公而成为愤世嫉俗者和犬儒主义者。 无论
是哪一种结果， 都以丧失灵魂为代价。

充满恶性竞争和焦虑的大学生活， 哪

里有什么赢家和输家， 大家都是输家， 为
了 “步步精致”， 大家都活得很累。

知乎上的 “动机在杭州” 先生， 曾提
出过一个 “浙大病” 概念， 大意是说， 他
在浙大接触了很多很优秀的学生， 这些学
生在别人眼中都是 “学霸 ” 、 “天之骄
子”， 但在他们自己眼中， 自己很多地方
都不如人， 还因此感到痛苦。 比如， 有一
个女生成绩非常优异， 但 “一直没人追”
是她的心结， 为了减肥， 她压榨自己身体
的一点一滴。 “每当我多吃一口饭， 我就

会有很深的罪恶感。 我觉得我没有尽力，
就像现在， 我压榨每一分钟时间， 每次当
我安静下来不做事 ， 我就会觉得没有尽
力。 就像我当年高考， 我在努力压榨每一
道题 ， 每一个分数 ， 如果某个题目丢分
了， 我就会有深刻的罪恶感， 觉得我对不
起父母。 所以我知道自己只考了浙大的时
候，我伤心地哭了。”最后她说，“其实你不
知道，我身边很多浙大的同学都这样。”

对自己严格要求， 事事力求完美， 企
图过上一个 “步步精致” 的大学生活， 结
果身累心累。 如何治 “病” 呢？ 我们不妨
铭记胡适先生说的 “怕什么真理无穷， 进
一寸有一寸的欢喜”； 英雄出场时， 我们
不妨做个热情鼓掌的人。

从审美到歧视
只是一步之遥
王钟的

这些天， 网络上有一个热词经常
被年轻网友引述 ， 它就是 “颜值 ”，
意为容貌英俊或靓丽的数值。 当然，
并没有一个真实客观的数字来衡量容

貌。 “颜值” 不过是形容人外貌的抽
象概念， 形容某人极其美丽就是 “颜
值爆表”。 与此对应的是， 许多人感
慨这是一个 “看脸的社会”， 一些人
自愿加入 “外貌协会”， 意思是评价
一个人、 一件事物， 喜欢把外表长得
怎样作为主要甚至唯一的评价标准。

在网上开玩笑比 “颜值”， 固然
无伤大雅。 一些校花排行榜的出现，
甚至可以帮助活跃校园气氛。 但是，
越来越多的人把 “颜值” 从虚拟世界
引向了现实生活 ， 不仅自己重视外
貌， 而且待人接物也讲究外貌， 恨不
得自己和身边的人都长一副明星脸。
为了弥补先天 “颜值” 缺陷， 有的人
频繁整容也不是稀罕事， 甚至有人到
国外整容， 因手术失败引发了跨国医
疗纠纷。 一些单位在自我宣传时， 也
常让 “颜值” 高的员工露面， 类似最
美女警和最帅男警的照片常常格外夺

人眼球。
“颜值” 尽管是新兴概念， 所表

达的意思却是老生常谈。“窈窕淑女，
君子好逑”， 爱惜容貌古而有之。 到
了网络时代 ， “视觉经济 ” 占了主
导， “颜值” 自然大行其道， 以至于
产生了 “看脸的社会” 这样的说法。
其实很多人在谈论 “颜值” 时， 也透
露出一种无奈的情绪。 对绝大多数人
来说， 天生丽质并非自己能够决定，
被 “颜值” 这种价值取向牵着走才是
人们的处境。

外貌歧视是客观存在的。 有德国
学者研究得出结论： 工资、 晋升和津
贴都和一个人的外貌吸引力有关。 如
果这还算不上歧视， 那么东莞一商场
的例子说得更清楚： 该商场清洁工工
资标准与 “颜值 ” 直接挂钩 ， 年纪
轻、 形象好的， 月薪1800元； 其他的
则为1650元。 更多的歧视藏在你 “说
不清道不明” 的灰色地带： 求职应聘
时因为证件照太草率而被刷掉； 面试
后被淘汰的真正原因竟然是 “辨识度
不怎么高”。

把一件与外貌毫无关系的事情，
以外貌为标准来衡量， 就可能落入歧
视的陷阱。 网上流传模特学校招生测
试形体， 没有人说这是歧视， 因为形
体本是对模特的一种公认的职业要

求； 有人对婚恋对象有一些容貌的要
求， 也谈不上歧视， 萝卜青菜各有所
爱， 私生活的取向他人不能干涉。 但
是， 凭常识就可以得出结论： 清洁工
扫地是否能干与外貌无关， 警察破案
是否让人民满意也不是靠 “颜值”。

不可否认， 善于经营个人形象，
也是一个人能力素质的体现。 在有经
济条件的前提下， 注意自己的穿着搭
配， 为了体型苗条减减肥， 既锻炼身
体又美化外表， 大概没有人会提出什
么异议。 但是，“颜值” 高不高， 光靠
后天努力并不够， 必须承认是否天生
丽质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一个人懂
得怎么穿着打扮， 那叫做审美； 一个
人动辄以貌取人， 嘲笑他人无法改变
的容貌， 那就是歧视了。

承认人与人之间有 “颜值” 的差
距， 这早就不是一件难以启齿的事情
了 。 这并不是我们认可 “看脸的社
会” 的理由。 过于崇尚 “颜值”， 倒
可能反而被 “颜值” 所约束， 天天心
里给别人的 “颜值” 打分， 难保哪一
天自己因 “颜值” 不高被吃闭门羹。
生下来就有美好的外貌， 那是一个人
的幸运。 不过即使 “辨识度” 不高，
也完全不用气馁。 更重要的是， 如果
你认可因 “颜值” 而产生的歧视， 你
也未必能摆脱被歧视的命运。

“租人上课”的真实逻辑是啥
邓海建

替应到、 替上课、 替做笔记、 替写作
业， 记者日前走访发现， 多所大学校园内
出现包含一条龙服务的 “租人上课 ” 服
务。 打开国内多所大学百度贴吧， 只需站
内搜索 “替课” 二字， 关于寻人替课和代
人上课的帖子就源源不断地涌现。 有明码
标价的， 也有讨价还价的 ； 有公平竞争
的， 也有恶意抢生意的…… “租人上课”
乱象引人担忧。 （新华网4月1日）

收人钱财， 替人上课———真是哪里有

需求， 哪里就有市场交易。 这种现象被披
露后， 挨骂的是贴吧和同学： 比如指责贴
吧为这种灰色交易提供了平台； 比如指责
当事学生不自知自爱， 靠小聪明来敷衍学
业……这些说法， 不是没有道理。 但混淆
了一个逻辑： “租人上课” 之所以形成一
种产业， 不在于投机的心、 而在于高校管
理的混乱。 如果课任教师认识本班学生，
陌生人代替上课， 如何能玩得转呢？

教师与学生之间的陌生化， 在一些高
校已到了 “出神入化 ” 的境界 。 去年年
底， 重庆某高校保卫处贴出一则提示， 提

醒在校学生防范一种新型骗局： 有人冒充
老师或校领导， 在上课时突然走进教室，
将上课玩手机同学的手机没收， 说声 “下
课到我办公室来拿！” 就走。 老师不认识
学生， 讲课自说自话， 代替上课自然就难
以察觉； 学生无法熟悉领导或老师， 被蒙
骗吓唬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

近年来， 师生关系呈现两个极端： 一
是师生之间频频产生不正当关系， 以至于
教育部要专门发布 《关于建立健全高校师
德建设长效机制的意见》， 祭出 “红七条”
来矫正师生关系。 二是 “大学老师基本
上是上完课就走人”、 “毕业了， 专业老
师都不认识我” ……师生关系渐行渐远，
这是大学生对教师的常态印象。 不久前，
南开大学法学院期末考试甚至出现过 “神
考题”， 试题给出了4张照片， 要求学生选
出为大家讲授了整整一个学期的民事诉讼

法老师。 考题合适与否， 见仁见智， 但正
如网友所问： 一个学生不认识教了你一学
期或一学年课的老师， 那他 （她） 还认识
书本上死板的知识点吗？

高校教师与学生之间的空间距离越来

越远， 归属感与价值认同也日渐稀薄。 如

果教师与学生可以疏离到互不相识的地

步， 远程虚拟教学岂非最方便快捷？ 不得
不提的是， 十几年的 “大学城热”， 催生
了一大批的 “远郊大学”， 如果高校教师
与教育不能正视学生情感与心理需求， 师
生关系疏离后产生的 “孤岛效应”， 迟早
会让本就稀薄的大学文化荡然无存。

“租人上课” 的背后， 还是高校教学
秩序的失范。 由廉思研究团队组织的调查
显示： 对全国5138名高校青年教师提问，
超过 60%会 选择 把心 思 花在 科研 上 ，
67.8%的受访者坦言 “教学质量不会影响
晋升”。 调查还显示， 32.5%的高校青年教
师直言 ， 教学压力主要来自 “学校的考
核”， 而把学生的认可度当作压力源的 ，
不足两成 （19.7%）。 生存压力使然、 考核
机制使然， 谁还关心一年到头认识几个学
生呢？ 既然不认识学生， 心不在教学上，
来上课的是真身还是假体， 又有什么要紧
呢？

“租人上课” 是果， 错乱的高校师生
关系是因。 逆转高校教育管理体制， 改变
高校政绩考评标准 ， 是绕不开的当务之
急。

预期月薪超8000元不应被嘲笑
毛建国

眼下离今年大学生毕业还有不到100
天， 找工作成为多数毕业生的头等大事。
某网站近日公布的就业调查统计显示， 截
至目前， 仍有50.9%的大学生未收到用人
单位的就业通知。 就业压力不小， 大学生
们对待遇的期望却不低， 超过四成的被调
查者对月薪的期望是 8000元 ~10000元 。
（《重庆晚报》 4月1日）

对此调查， 有人表示， 现在年轻人的
心气怎么都这么高， 想问题怎么这么不切
实际。 根据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公布的
数据 ， 2014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0167元， 再对比一下许多大学生找不到
工作、 一些大学生拿着微薄薪水的现实，
这个月薪超8000元的期望， 不是不接地气
而是简直找不到地。

其实， 前引调查未必有多少公信力。
据2010年5月24日的 《京华时报 》 报道 ，

北京团市委、 北京青年压力管理服务中心
联合发布的2010年大学生就业压力调查报
告显示， 在专科学历和本科学历人群中，
接受零月薪的人数的比例相对较高， 分别
为18.5%和20%。 有这个数据在 ， 恐怕很
多人对前面的调查生出不少怀疑； 即便上
述调查是真实的， 难道就应该转而指责大
学生吗？

芸芸众生， 有几人没做过关于高月薪
的梦？ 不怕大家笑话， 我也曾做过不少次
关于月薪的梦， 而且这个梦就正常情况分
析，如无奇迹发生，几无实现可能。比如，我
就曾做过月薪3万元的梦，别人可能觉得好
笑，我却不这样觉得。目前，在许多城市买
套房再装修下， 可能200万元就很快没有
了；再想住别墅开豪车，600万元都打不住。
如果没有原始积累，家庭成员收入有限，参
照当前物价， 考虑未来风险， 确保生活质
量， 一年怎么也得备个几十万元。 如此一
算， 月薪3万元还真不为多。

大学生也是这样， 谁没有对未来生活
的向往？ 这种向往何尝不是个人前进和社
会发展的动力？ 一些大学生之所以有月薪
超8000元的期望， 其实也是基于社会现实
的。在他们看来，在生活成本不断上涨大城
市，月薪8000元才能过上相对体面的生活。

而且， 成为一个大学生， 也是需要成
本的。 网上曾流行过一个 “生育成本排行
榜”，少则百十万元多则二三百万元，这或
许有夸张的成分，但把一个孩子抚养成人，
供他们读书成才，确实是一笔不小的开销。
大学生希望多拿一点薪水，适当收回“教育
投资”，这又有什么可以指责的呢？

何况， 也没有多少大学生完全以期望
代替现实。 即便想拿8000元以上的月薪，
也并不是非8000元不就业。 事实也正是如
此， 虽然很多大学生期望拿到高薪， 但他
们还是工作在低薪的岗位上 。 预期月薪
8000元不应被嘲笑， 如同你我， 谁没有做
过关于月薪的梦？

狼来了
在愚人节这天 ， 对
一切事物都要用怀

疑的眼光去看待 ，
但也不要轻易生气。
一位网友就提到 ，
“如果愚人节都没有
人和你表白 ， 是不
是注定孤独一生的

节奏呢？” 从一些网
友的反应来看 ， 许
多人还是期待愚人

节的整蛊的 。 （中
新网4月1日）

漫画： 徐 简

为何中国的假论文
会有这么多

张田勘

近日 ， 美国知名学术出版机构
BioMedCentral （BMC） 撤销了43篇伪
造同行评审的学术论文， 其中41篇出自
中国作者之手， 作者单位涉及38家国内
知名医科院校及三甲医院。 BMC发现，
这些论文 “伪造范围从作者推荐朋友使
其获得积极的同行评价， 发展到精心打
造同行评审圈， 在这个圈子里， 作者相
互评审， 甚至假冒其他人的名义。”

43篇伪造论文中有41篇出自中国研
究人员，占95.35%。造假论文如此高比例
并非第一次， 似乎让国际学术界有点见
多不怪了。2009年12月26日，国际《晶体
学学报》杂志称，他们发现来自中国“井
冈山大学” 的研究人员于2007年发表于
该杂志上的70篇论文存在造假现象 。
2014年法国约瑟夫·傅立叶大学计算机
科学家拉贝发现， 在2008年到2013年期
间， 由一种论文生成软件生成的论文在
德国斯普林格出版社公开出版的有16
篇， 而在美国电气和电子工程师协会刊
物上公开发表的有100多篇，其中大部分
论文的作者标注来自中国的学术机构。

尽管造假者只是少数人， 但是坏的
是中国科技界这 “一锅汤”。 中国学术
和科技界这 “一锅汤” 要得到世界认同
和获得世界声誉， 首先是靠诚信， 其次
才是靠数量和质量。 如果没有了诚信，
中国研究人员发表的很多东西， 甚至任
何东西在国际各个专业学术界都可能被

视为 “垃圾”。 这才是严酷的现实和后
果。

为何中国的假论文会有这么多？ 对
此， 历来解释有两种。 一种是， 人的品
行不好， 朽木不可雕也； 另一种是环境
和机制使然， 即环境决定论。 近些年赞
同后者的人更多。

环境决定论表明，只要制度和环境，
包括奖赏、监管和惩处等得当，是可以大
大减少学术行为不端的。即便在境外，也
会因为环境原因而出现学术不端行为。
例如，在2014年十大论文撤稿事件中，列
于首位的是日本的小保方晴子的刺激触

发获得的多能性 （STAP）细胞研究结果
造假。相关人员认为，促使研究人员造假
的重要原因是经费和名誉。 在尤其是世
界一流学术刊物上刊登论文是研究人员

能得到资金或者好工作的保证。
国内研究人员的造假原因更具中国

特色， 即评职称。 有了职称， 则可以获
得晋级、 增加工资和奖金， 并且能够获
得巨额研究经费。 当然， 论文是评职称
的必备条件。 比如对医生来讲， 并非是
以其医疗技术高、 治好了多少病人为标
准， 而是要求其必须在核心期刊上发表
多少论文为标准来评职称和晋升 。 同
样 ， 对于教师不以教学为主要评价标
准， 而是以其在核心期刊上发了多少论
文为标准。 这种不以专业特点制定评价
标准的方法， 提供了论文的触发条件。

当然， 中国研究人员论文造假也有
其他一些原因， 如自身的修养和诚信，
以及受整个社会诚信下降的影响等。 但
是， 如果不以客观和科学的标准来管理
和评价各种类型的专业人员， 还会有层
出不穷的论文造假。

整治暴恐色情动漫
还需纵深推进

何勇海

文化部近日下发了第23批违法违规
互联网文化活动查处名单 ， 土豆 、 优
酷、 爱奇艺、 乐视、 搜狐、 酷米、 腾讯
视频等多家动漫网站， 因涉嫌提供含有
诱导未成年人违法犯罪和渲染暴力、 色
情、 恐怖活动， 危害社会公德内容的网
络动漫产品 ， 而被列入查处名单 。
（《法制日报》 4月1日）

从报道来看， 本次查处的网络动漫
主要有三类： 一是含有暴恐内容， 宣扬
以暴制暴思想， 美化暴力、 恐怖袭击和
犯罪活动， 详细描述枪械使用、 爆炸装
置制作和犯罪的方式方法； 二是画面血
腥恐怖， 令正常人极度不适。 如一些动
漫含有大量喷血、 断肢、 砍头场面， 其
中喷血镜头尤为血腥； 三是以色情元素
吸引眼球， 格调低俗不堪。 这些网络动
漫， 存在诱导犯罪的危险， 至少会危害
社会公德、 违背公序良俗， 及时查处它
们很有必要。

尤需强调的是， 网络动漫的受众人
群主要集中于18岁以下的未成年人， 也
有一小部分是18到30岁这个年龄段的年
轻人。 当充斥着暴力、 恐怖、 色情内容
的动漫产品， 纷纷 “围攻” 青少年时，
就相当于给了他们 “温柔一刀” ———由

于他们缺乏自制力和鉴别力， 在多途径
受到暴恐色情动漫的熏染之下， 往往容
易盲目模仿 ， 甚至走上犯罪道路 。 因
此， 整治暴恐色情动漫也是给青少年打
造一个清朗的网络空间。

不过， 整治暴恐色情动漫还需向纵
深推进。 据报道， 文化部已多次整治暴
恐色情动漫， 最近一次是去年12月开始
的查处行动 ， 关停了 “娜娜动漫网 ”

“一起动漫网” “国语动漫之家” 等10
家未经许可擅自经营并提供违规动漫产

品的网站， 查处了 “腾讯动漫” “爱动
漫” “漫客栈” 等9家含有暴力、 色情、
恐怖动漫的网站。 不知这一次整治的威
慑效应能持续多久， 违规网络动漫会蛰
伏多久？

整治暴恐色情动漫要向纵深推进，
就不能止于关停未经许可、 擅自经营的
网站； 对违规网站， 也不能止于没收违
法所得、 罚款、 责令停业整顿等行政处
罚， 还应根据违规次数、 违规情节等因
素， 追究网站相关人员的传播淫秽物品
罪等法律责任； 对屡犯不改、 被查处两
次以上的网站， 也应罚它个倾家荡产，
直至吊销其营业资质。 若不将提供暴恐
色情动漫的网站罚得心惊胆战， 渲染暴
恐色情的动漫产品仍会像韭菜一样， 割
完一茬又长一茬。

暴恐色情动漫泛滥网络， 除网站法
规意识淡薄， 经济利益驱使， 内容把关
不严或有意放任外， 也与动漫制作者追
求粗糙、 粗暴、 粗俗有关。 暴恐色情动
漫涉及语言粗俗、 情节暴力、 内容淫秽
等诸多问题， 其最大问题出在制作方，
如发现部分动漫含有暴恐色情信息， 不
妨实行追溯制， 追究动漫制作方或引进
方的责任， 并建立违规动漫制作或引进
“黑名单”， 给播出平台提个醒。

除此之外， 还应该考虑动以漫分级
为代表的影视分级制度。 有了动漫分级
制度，网络、电视台对动漫产品在播出平
台、栏目及时段等方面就有法可依，而非
依靠播出平台和人员的主观判断。 动漫
制作方或引进方在申报立项时， 也才会
明确是制作给哪个年龄段观众看的，哪
些内容可以有，哪些内容不能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