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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循十条挑战规则，坚
持数 10 天就可以拿大奖。 ”
相信不少人都曾刷到这样的
“整活”视频，也有一些国外
综艺节目用其作噱头。 然而，
这样的“自律挑战”最近却真
实出现在线下多地， 鲜少听
说谁挑战成功， 却有不少人
上当受骗。

“自律挑战”为何是陷阱？
组织者往往会打出“正规合
同”“已有备案”的名头，开出
高价奖励引人上钩。 随后，他
们会要求挑战者签署暗含
“猫腻”的协议书，其中有些
要求不难做到，比如早上 6 点
起床开灯、 晚上 10 点关灯睡
觉，这些被包装为“自律”，让
人放松警惕； 有的则很难完
成，比如“不能以任何方式遮
挡面部超过 3 秒”，看不出与
“自律”有什么关系，却需要
挑战者打起十二分精神；还
有的则完全是“反人性”的，
比如“不允许打哈欠、 打喷
嚏”，这些生理性的条件反射
完全无法控制， 却被组织者

利用并设下陷阱，用来判定挑
战失败，以规避支付奖金。

从法律层面看，形形色色
的“自律挑战”和各种奇葩的
“挑战规则” 并不都具备法律
效力。 公平是合同成立的前
提，然而部分格式条款有很强
的“赌”的性质，更违背正常的
生理规律，明显是为了排除挑
战者的正当权利，方便组织者
逃避责任。 先前在山东某县发
生的类似案例中，法院就认定
合同无效，判处组织者退还相
关费用。

从实际效用来看，所谓的
“自律挑战”大多名不副实。 如
国外的部分挑战中，主办方要
求挑战者蜷缩蜗居、 减少睡
眠，甚至用恶作剧的方式增加
难度，给其身体造成了很大伤
害；一些挑战要求看似符合健
康的生活方式，但挑战者长期
被锁闭在室内独处，为了不违
反挑战要求时刻紧绷神经，甚
至需要控制睡姿来避免遮挡
面部……与其说是挑战，倒不
如说是折磨。

更具争议的，则是
部分组织者通过摄像
头录制挑战的过程并
上传网络。这样的窥私
直播是否征得挑战者

的同意？ 又是否违背了网络空
间的价值准则？ 挑战者沦为被
观看、被品评的对象，所谓“自
律” 不过是另一种游戏规则，
背离了挑战的初衷。 组织者借
此牟利， 对冲支付奖金的风
险， 诱骗更多网友报名参加，
好一桩稳赚不赔的黑心生意！

深入反思， 整顿此类名为
“自律挑战”的圈套，除了需要
市场监管部门和相关平台负起
责任之外， 还需要从根源上戳
穿其设下的话术陷阱， 形成治
理的合力。 不可否认， 组织者

“打得一手好算盘”———举着
“自律”的旗号，很能引发许多
缺乏自控力者的共鸣； 许诺高
额奖金， 又能让一些人不劳而
获的心蠢蠢欲动； 把网剧和电
影的剧情搬到线下， 更能让一
些“玩家”和“赌徒”代入角色。

在被这份“天降机遇”冲
昏头脑前，不妨先问自己几个
问题：“自律” 是个人的事情，
有人却赶着来送“奖励”，有何
居心？ 无论是影视还是游戏，
主角确实能够成功通关，然而
又有多少人撑不过一集？ 要想
跳出这个利用人性编织却有
着反人性要求的陷阱，秘诀其
实再简单不过———在诱惑面
前，同样需要保持“自律”。 ①2

近期国内各个评选渠道
的 2024 年度流行语纷纷出
炉，今年的结果明显更集中于
数字化、人工智能领域。“数”

“智”等已不是单一的字词，而
是一个语言丛，带来了一系列
技术语言的日常化。

流行语指向普通人亲历
的生活：“无人车间”背后是智
慧工厂，“绿波路段”背后是智
慧交通，“扫码云享”背后是智
慧旅游，“沉浸交互”背后是智
慧剧场，“一城一云”背后是智
慧城市，“码上办”“最多跑一
次”背后是智慧政府———社会
生活的整体逻辑正随“数”与
“智”重塑。

统计性描绘更为清晰。 国
家数据局发布的数字中国发
展报告显示，2023 年中国数字
技术领域保持较高的创新热
度。 国内有效发明专利增速位
列前三的信息技术管理方法、
计算机技术和基础通信程序
领域， 同比分别增长 59.4％、
39.3％和 30.8％， 远高于行业
平均增长水平。 先进计算、人
工智能、5G/6G 等关键技术创
新能力不断突破。 人工智能核

心企业数量超过 4500 家。 量
子计算机、 新型显示、3D 打
印、脑机接口等技术研发进度
不断加快。 数字化的云奔潮
涌，潜在地提出了更高的数字
治理诉求。

关于数字治理， 近年来全
球范围内的国家立法、 国际组
织的通用准则、 解释框架不断
推出： 欧盟出台通用数据保护
条例、可信人工智能伦理指南，
2024 年发布的《人工智能法
案》 更被认为是全球首部综合
性人工智能治理立法； 美国出
台算法问责法案（2022）、人工
智能监管指南， 甚至设立了联
邦政府的“首席人工智能官”。
中国先后就网络安全、 个人信
息保护、数据安全进行立法，并
于 ChatGPT 出现后迅速发布
《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办
法》。 可以说，数字化已是白热
竞争，数字化治理更是长远的
较量。

从国内角度看，数
字治理手段追得上数
字化速度至关重要。在
数字建设和数字经济
的基础上，我们宜于对

数据安全、 算法治理、AI 透明
性治理进行整体设计， 这当中
包含立法层面的立梁架柱，也
包括成立相关伦理委员会进行
动态监管， 还应包括多种局部
试点和改革，形成并完善政府、
企业、 平台和专家协同的治理
框架。

从国际角度看，各国都在
区域或全球范围内推动新的
数智合作模式。 去年以来，以
联合国、欧盟、美国、英国以及
中国的相关政策或行动为标
志，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在人
工智能全球治理领域的参与
程度和战略部署明显提升，试
图影响全球范围内人工智能
技术标准、应用规范、治理准
则。 大国博弈背景下，率先形
成数字化尤其是人工智能的
治理范本，可获得相关领域的
国际主导权， 这对中国而言，
是新技术革命场景下的深层
挑战与机遇。 ①2

数字化是竞争，数字治理更是较量
□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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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幸福终究感动不了明天的时光。 岁
月密密麻麻编织着故事,不经意一看，原来都写满
了四个字：世事无常。

●昨天的纠结只会禁锢你的今天和明天，人
生一定要学会释然。

●放弃了，就不该后悔；失去了，就不该回忆。
放下该放下的人，退出没结局的剧。

●教育要讲怀疑精神、批判精神、分析精神
和实证精神。 我们应该让每个人都成为“真正
的人”， 这就必须让每个受教育者都能发展独
立完整的人格。

●保持一种力求真实与纯朴的心态， 看清自
己未经雕琢的原始面貌和心中的朴素需求， 在文
凭与水平、职称和称职、学历和能力之间做出自己
的选择。 真实，让世界上每一个动作都掷地有声。

●人生如海，它偏爱百折不挠者，它用风浪与
挫折磨砺他们， 然后把彼岸的鲜花放入他们的怀
中；人生如海，它鄙视畏缩不前的懦夫、横冲蛮闯
的野汉， 把他们的希望吞没在一抹色彩斑斓的泡
影里，让他们用画出的大饼填塞自己饥饿的肚皮。

●生存与毁灭、成功与失败原本一线之隔，却
差之毫厘，失之千里。

●每一个繁花似锦，都经历了暗涛汹涌；每一
个鲜艳夺目， 都经历了风雨无阻； 每一个风光无
限，都经历了黯然神伤。 所有的一切，只有经历过
的人，才更懂得背后的力量。

●完美的是想象，不完美的才是生活。人生不
能后悔，但是可以拐弯。 其实，幸福就是坚持了应
该坚持的，放弃了应该放弃的，珍惜现在拥有的，
不后悔已经决定的。

●有喜有悲才是人生，有苦有甜才是生活。宽
容是一种看不见的幸福，宽容更是一种财富，拥有
宽容，是拥有一颗善良、真诚的心。 宽容和忍让是
人生的一种豁达，是一个人有涵养的重要表现。

●智慧，长在伤口处。 人人都会经历伤痛，却
未必人人都会拥有智慧。这是一场灵魂的博弈，只
有最终没被伤痛压垮的人，才配得到它。让你痛不
欲生的，就是能让你脱胎换骨的。

●人生最可怕的事，就是一边后悔一边重复。
●没有实力的愤怒，只是一种空耗精力的情绪。
●穷人总是惦记自己的口袋， 富人总是惦记

别人的口袋。
●一个人终其一生的努力， 就是在整合童年

时代起就已形成的性格。
●如果一个人想要做一件真正忠于自己内心

的事情，那么往往只能独自去做。
●人，永远不会珍惜三种人：一是轻易得到

的；二是永远不会离开的；三是那个一直对你很
好的。

●和谐，不是 100个人发出同一种声音，而是
当 100个人发出 100种不同的声音时， 他们同时
彼此尊重。

●钱最大的用途，不是令我们更突出。用钱用
到出神入化之时， 应利用它使我们比普通人更像
一个普通人：不必抛头露面，从此隐姓埋名，换取
最大的自由。

●成熟不过是善于隐藏，沧桑不过是无泪有伤。
●美好的人生，不外乎顺其性情，做好分内之事。
●聪明人的说话技巧———大声说小事， 小声

说大事，无声说丑事。
●自己身形不正， 却企望太阳光来赐予正直

的影子，那是徒劳的。
———摘自图书珍藏书目郭同春校长编著的

《精粹语言汇编》

揭穿“自律挑战”伪装
□默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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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箴言
南阳华龙高级中学
告诫广大学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