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北京青年报报道，日前召开的全国

高级法院院长座谈会透露，人民法庭将积

极参与乡村建设行动，依法治理高价彩

礼、干预婚姻自由等不良习气。

高价彩礼的确是个老大难问题，危害

人人知道，可就是很难把它压下来。 高

价彩礼让“礼”变了味，越来越“重”的彩

礼成为适婚青年走向婚姻的阻碍，由彩

礼引发的纠纷亦不少，近年来甚至还出

现“彩礼贷”。这个问题确实需要法律强

力介入，值得为此建立一套相关的社会

规范。

新出台的《民法典》第一千零四十二

条就明文规定：“禁止包办、买卖婚姻和其

他干涉婚姻自由的行为。禁止借婚姻索

取财物。”曾经很多人因此欢呼雀跃：终于

讨老婆不用给彩礼了。但是，要注意的

是，民法只是延续了老《婚姻法》的规定，

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并没有废除彩礼，

而是希望不断规范它往合理的方向发展，

也没有出台细则治理高价彩礼。因此，民

法对于高价彩礼的约束还是局限于理论

上，需要在实践中摸着石头过河。

因为面子问题，一些地方上的人把彩

礼作为衡量女儿身价的标准。相对的，有

些人觉得，我儿子娶媳妇时付过高额彩

礼，可现在轮到女儿出嫁了，彩礼收低了，

岂不是亏了？这种心态，在办酒席收份子

钱的行为中也较为常见。以上都是在移

风易俗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移风易俗建立新规范，除了各级政府

和社会组织需要柔风细雨地做思想工作

外，法律针对这些事情如何解决也该有所

讲究。比如，甘肃的白银就规定：婚嫁彩

礼原则上不超过 5 万元，菜金一般不超过

400 元/桌(含烟酒)，礼金一般不超过 200

元。据说收到了不错的效果。

人民法庭在积极参与乡村建设行动、

依法治理高价彩礼时，应将《民法典》第一

千零四十二条“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落

实在对各种案例的处理之中，还应尽可能

地将这些案例示之于众，让它们广为传

播，让大家知道：高价彩礼不合情理。

男婚女嫁本是大喜事，但脱离现实的

高价彩礼让人背负压力。我们理应让婚

嫁回归本心，让爱情回归纯真。最高法此

次向高价彩礼亮剑，是件好事，值得点赞。

治理高价彩礼，司法出手更具标杆意义

要 消 除 低 俗
营销现象，不
能 止 于 商 家
道 歉 了 事 。
相 关 管 理 部
门 该 出 手 时
应出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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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人脸识别的民事侵权案怎么

判？现在有了依据。7月28日，《最高人民

法院关于审理使用人脸识别技术处理个

人信息相关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

的规定》正式发布。

在维护个人信息权益方面，《规定》

第 2 条和第 4 条规定，处理自然人的人脸

信息，必须征得自然人或者其监护人的

单独同意；对于违反单独同意，或者强

迫、变相强迫自然人同意处理其人脸信

息 的 ，构 成 侵 害 自 然 人 人 格 权 益 的 行

为。在举证责任分配方面，《规定》明确

信息处理者更多的举证责任。而在权益

保护方面，《规定》积极倡导民事公益诉

讼。

这些规定从司法角度对个人隐私、商

业利益与公共利益进行了区分，规范了人

脸识别的使用方式及其使用范畴。由此，

一些商家、平台通过强迫或变相强迫手

段，以“不同意就不提供服务”为由来收集

人脸信息，就构成了违法行为。

人脸信息是每一个人独有的、不可变

更的生物识别信息，具有高度敏感性和特

殊性。人脸信息一旦被滥用或不当利用，

将对个人隐私和财产安全造成严重后

果。所以，收集人脸信息最基本的前提就

是个体知情和同意，不能任由商家或平台

胡来。

人脸信息的背后，有着庞大的产业和

利益链。在大数据时代，人脸信息的应用

场景非常广阔，小到网络支付，大到用户

行为模式分析以及人工智能应用等，越来

越广地用到人脸识别技术。

在过去一段时间，很多人没有充分认

识到人脸信息的重要性，导致人脸信息被

非法收集和盗卖。网上就出现过有卖家

以“0.5元一份”售卖人脸数据的行为，这说

明收集人脸信息已成为部分商家的牟利

手段，令人担忧。

规范人脸识别技术，维护人脸信息的

数据安全，并不是抵制人脸识别技术的商

业应用。人脸识别技术及应用还有很大

的研究和利用空间，而在这个领域进行规

范，进一步厘清个人隐私和商业使用之间

的关系，正是加快发展人脸识别技术的一

个保障。

这部司法解释的作用，就在于告诉商

家和平台：我的脸，不是你的生意。换句

话说，除非基于公共利益而收集、使用人

脸信息，否则就应当征得个体同意，不然，

可以去法院告你。

我的脸，不是你的生意

奶茶品牌益禾堂在业界存在感并不

高。而最近，它算是火出圈了，只不过是

被网友骂火的。

近日，益禾堂在其新品宣传视频中使

用“这么大一杯够你三四个秘书喝”“空姐

的品质，吉祥村的价格”等宣传文案，被外

界质疑侮辱女性、低俗营销，引发舆论哗

然。

该视频来自一名短视频博主的原创

打卡视频，益禾堂官方账号进行了转发。

在网友铺天盖地的批评后，益禾堂官方发

布道歉信，称深感自责，事情由品牌方监

管和审核不力所致，会立即下架删除相关

视频，并对涉事人员严肃追责。但大部分

网友对这个道歉并不买账，认为益禾堂一

边赚着女性的钱，一边物化侮辱女性，避

重就轻，推卸责任。

奶 茶 品 牌 因 广 告 宣 传 低 俗 、涉 嫌

性 别 歧 视 而 引 发 舆 论 风 波 ，这 次 并 不

是 首 次 。 今 年 ，长 沙 品 牌 茶 颜 悦 色 就

两 度 因 广 告 宣 传 打 两 性 擦 边 球 ，受 到

网 友 激 烈 批 评 。 如 果 往 前 追 溯 ，在 饮

料行业，著名的椰树椰汁和喜茶、知乎

茶 ，都 曾 因 广 告 营 销 低 俗 受 到 有 关 部

门点名批评。

不可否认，从椰树椰汁到益禾堂这一

系列引起争议的广告营销，确实辣人眼

睛，会带来一波热度。但是，为了招揽顾

客，以低俗为卖点，在两性关系上采用暗

示语言，就肯定会出问题。长此以往，不

仅让消费者好感度降低，也会损害品牌形

象。

过硬的产品质量、良好的美誉度，才

是品牌立身之本。然而现实却是：低俗的

广告营销层出不穷。

受利益驱使，一些企业为了追求短期

流量爆发，点子不够低俗来凑，在广告中

有意使用一些争议性内容，越出位越好，

玩诱惑，拿低俗当卖点，不断突破底线，挑

战了公序良俗。

另一方面，低俗营销的违法成本偏

低，令某些企业有恃无恐。一旦广告营

销内容低俗遭到社会质疑，大多数企业

会以“内容审核不严、第三方合作内容”

等为借口，发布一则道歉书应付了事。

而按广告法规定，这类事一般处 20 万以

上 100 万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才吊销

营业执照。多数违法企业当然够不上

“情节严重”的程度，少量罚金对它们而

言 不 过 是 伤 之 皮 毛 ，并 不 妨 碍 继 续 赚

钱。

要消除低俗营销现象，不能止于商家

道歉了事。相关管理部门该出手时应出

手，必要时重拳出击，罚到涉事企业“肉

痛”，它们才会吃一堑长一智，不敢随随便

便拿低俗引流量，不敢做一个赚快钱的短

视者。

奶茶店低俗营销，不能道个歉就算了

这 部 司 法 解
释的作用，就
在 于 告 诉 商
家和平台：我
的脸，不是你
的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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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 婚 女 嫁 本
是大喜事，但
脱 离 现 实 的
高 价 彩 礼 让
人 背 负 压
力 。 我 们 理
应 让 婚 嫁 回
归本心，让爱
情回归纯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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