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咋说

并不是因为高晓松的号召力

有多大，只是因为那些有理

有据的科普信息，被选择性

地过滤在了信息茧房之外。

本报特约评论员
熊志

世界杯比赛如火如荼的时候，一段高晓

松点评球赛的视频流出，在视频中，高晓松表

示，很多场足球比赛都存在假球嫌疑，比赛的

结果是被博彩公司操纵的。

高晓松的假球言论，并不是本届世界杯

的应景发言。这段流传了多年的视频，是

2012 年欧洲杯开幕之前，其个人脱口秀《晓

说》的“赌球”主题节目，节目的名称是《欧洲

杯硝烟再起“阴谋论”说赌球黑幕》。在今天

被重新传播，一方面有世界杯的因素，另一方

面也说明阴谋论本身的市场之大，6 年过去

了，很多人还是把它奉为真相。

其实对于博彩公司而言，根本没有通过

操纵比赛结果获利的必要。博彩公司通常是

靠对比赛结果的海量计算，来设定一个赔率，

这个赔率足以保证不管哪边赢，它都能够从

输家的下注中抽水，并且用输家的钱赔给赢

家。

不过，从高晓松假球论的再次流传来看，

很多人不愿意相信这种盈利模式，甚至以为

世界杯都会上演阴谋论。尤其是对那些参与

了赌球的人来说，本届世界杯开赛至今，很多

像德国这样的传统强队纷纷折戟，这导致那

些押错了胜负的人，为了寻求一种合理化的

解释，用博彩公司操控赌球的阴谋论来安慰

自己，来证明自己对实力强弱的判断没错。

当然很多不参与赌球的人，包括一些资

深足球爱好者，也会相信并传播世界杯假球

论，这说明它牵涉到传播层面的社会心理问

题。所以，长盛不衰的阴谋论，例子不胜枚

举。

信息生产的角度讲，辟谣的信息，其实并

不比谣言少，但依旧无法阻止阴谋论。这里

面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因为立场原因，人们总

是偏向于相信那些自己愿意相信的东西，哪

怕这不是真相，或者全部事实，但它满足了心

理预期。这会导致反阴谋论的信息，被自动

过滤。

另一层因素是，当下的信息传播，大部分

是在社交媒体完成，比如微信朋友圈。但事

实上作为内容承载纽带的社交产品，本身是

高度圈层化的。比如一个媒体人，它的微信

好友可能大多部分都是媒体人，朋友圈所能

刷到的，多是各类新闻资讯信息和评论；一个

老年人，他的好友也可能是小区的同龄人，朋

友圈的内容，多是养身保健信息。在这种大

众偏好、价值观相近的圈层化环境里，阴谋论

很容易一传十、十传百，养身鸡汤、谣言泛滥

也是这个道理。

这样的困境，被专业的学者描述为“信息

茧房”，人们像蚕一样被困在茧里，只能接触

到极为有限的信息。事实上，为了满足信息

分发的效率，现在很多自媒体平台，采用机器

算法进行兴趣匹配。潜在的后果是，人的视

野越来越窄，因为平台总是推送你感兴趣的

那部分信息给你。而一旦资讯不再流动，谣

言和阴谋论就很难接触到辟谣的信息。

所以，这能解释为什么过了 6 年，高晓松

的世界杯假球论，还是拥有广阔的市场。并

不是因为高晓松的号召力有多大，只是因为

那些有理有据的科普信息,并没有抵达阴谋

论的信奉者，被选择性地过滤在了信息茧房

之外。

高晓松的假球阴谋论，为啥那么火

多年来，企业骗补就像是无

孔不入的毒瘤，与财政补助

相伴而生，要铲除这个弊端，

除了加大监督力度和法律惩

罚，就是把问题更多地交还

给市场，通过市场竞争机制

去催生企业动力，提高创新

研发积极性。

本报评论员
魏英杰

近日，以农机制造起家的山东常林机械

集团破产重组一案，引起了舆论关注。这家

企业去年 7 月就向法院申请破产重组，为何

此时引发热议？原来，据澎湃新闻等媒体报

道，这家企业从2010年至2015年累计获得国

家专款资助达 15 亿元，而据企业员工披露，

其一款液压泵是将日本产品的油漆涂掉换上

自己的标牌。

如果这一说法属实，该企业显然涉嫌骗

取国家巨额补贴。这种骗补手段极为恶劣，

不禁让人想起曾经沸沸扬扬的“汉芯事件”。

发生于 2003 年的“汉芯一号”造假事件，当事

人上海交大微电子学院院长陈进，根本就没

有研发出任何芯片，而是将从美国买来的芯

片雇民工用砂纸磨掉原标志，印上“汉芯”标

志，从而借此轻松骗取上亿元科研基金。山

东常林的造假行为手法如出一辙，堪称“汉芯

式”造假，而且其骗取的国家补贴数额更大。

要不是山东常林陷入困境，申请破产重

组，其骗补的内幕说不准还被捂得紧紧的，甚

至还可能继续申请和获得补贴。更要看到的

是，这家企业申请国家补贴并不是一次性申

请的，而是在多年时间里，通过十几个项目分

别获取。也就是说，如果在项目审批、结题验

收时加强把关，哪怕是到企业去认真调研，有

关部门恐怕也不会被骗得团团转。

这个事例，彻底暴露了针对企业研发的

财政补贴的监督是多么不足与滞后。但是到

目前为止，仍然没有看到有相关部门就此介

入调查和问责。这或许正是企业骗补现象猖

獗的一个深层原因。

类似问题，可资比较的是针对企业的新

能源车补贴的“沦陷”。从 2009 年起到 2017

年，据统计，国内对新能源汽车补贴累计高达

2000 亿元。一开始，只要是续航里程 150 公

里以上的新能源汽车，国家补贴 4.5 万元，地

方政府等额补贴，一辆车加起来就至少有 9

万元补贴（不含其他特殊补贴）。

其结果，非但没有换来新能源汽车产业

研发的长足进步，反倒引来了不少骗补的“苍

蝇”。有些企业以次充好，用品质低劣的产品

骗取补贴，导致补贴比造车成本还多不少，还

有些企业成立子公司，左手倒右手，自产自

销，骗取补贴。而在客车制造领域，为了尽可

能多地拿到补贴，有些厂家干脆让客车、公交

车在路上空跑，以满足获取补贴的条件。

可悲的是，尽管从财政获得巨额补贴，

许多车企仍然陷入亏损困境。这一点也和

山东常林非常相似。据评估，山东常林及旗

下公司资产总额为 44.29 亿元，负债总额却

高达 66.93 亿元。由此可见，财政补贴这种

措施和手段对企业的正面效应当重估，这么

做往往既不能提高企业研发积极性，也无助

于企业长远发展。就像人一样，企业有财政

补贴作为支撑，就很难有积极性去面对市场

竞争，贴近用户需求，研发生产有竞争力的

产品。

多年来，企业骗补就像无孔不入的毒瘤，

与财政补助相伴而生，要铲除这个弊端，除了

加大监督力度和法律惩罚，还要把问题更多

地交还给市场，通过市场竞争机制去催生企

业动力，提高创新研发积极性。骗补这个病，

还真要靠市场治。

骗补这个毒瘤，要靠市场治

19岁主播手抓眼镜蛇直播
被毒液直喷双目

近日，珠海一名19岁的主播小李手抓眼

镜蛇在平台上直播，没想到直播开始20分钟

后，主播却被眼镜蛇突袭，毒液直喷入眼睛。

这一幕，也被十几万粉丝目睹⋯⋯他连忙打

电话联系求助朋友，随后呕吐不止，被紧急送

院，途中却遇堵车⋯⋯而在此前，他已经被蛇

咬了两次。（新京报）

@犀利笔触：直播平台的龌龊下流，一

次一次冲击社会公共道德底线，一次一次刷

新恶俗下限的认知，一次一次污染公众的眼

球⋯⋯

@不要慌事情不大：这样的行为，为了

钱？还是为了“火”？“火”了有钱，有钱没命花。

@禅宗七祖：危险直播，是不是得叫停啊？

@哪来五个字：讲真，个人防护制度落

实不好，起码也要带个护目镜吧。

中山一中五室友有望齐上清华

今年高考，广东中山一中高三 103 宿舍

的 5 名室友通过高分、保送、一本录取协议

等方式，基本锁定清华大学。因为都喜欢唱

歌，这几个理科男生借鉴了某选秀节目给宿

舍取了个霸气的群名，叫“创造 103”。（广州

日报）

@武汉滴哥古阿乐：这就是所谓的近朱

者赤近墨者黑。

@cyne 敲阔爱：才看了长沙的六人齐

上清华北大，这又来五人，满地都是学霸寝

室？

@佩琪小宫举：环境真的可以影响一个

人，甚至改变一个人的一生。

近8成毕业生
期望房租低于2000元/月

6 月 27 日，一份调查对象主要为本科毕

业生的报告称，2018 年毕业生普遍期望租

金较低。79.53%的毕业生期望租金低于

2000 元/月，其中 1400-1600 元/月占比最

高（16.46%），46.32%毕业生可接受的租金

占工资比重30%。（人民网）

@吊裙：应届生工资低，能养活自己就

很好了。

@小雪读报：你们这调查总能挑战我对

现实世界的接受度。

@邓小懒_5：我都工作几年了还希望房

租几百块。 王彬 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