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顺风车重启，别再松了“安全带”

判令“全额返还善款”，呵护网络爱心
■观察家

□本报评论员 王学义

11月6日，滴滴顺风车在滴滴出行APP
公布了最新产品方案，同时宣布将于11月
20日起，陆续在哈尔滨、太原、石家庄、常州、
沈阳、北京、南通7个城市上线试运营。方案
提到试运营期间，将在这7个城市首先提供
5：00~23：00(女性5：00~20：00)、市内中短
途(50公里以内)的顺风车平台服务。
时隔一年多，滴滴顺风车传来“复活”的

消息。众所周知，此前滴滴在全国范围内下
线顺风车业务，与2018年两起顺风车司机杀

人案有关。其中，一起发生于浙江乐清，一起
发生于河南郑州，受害者均是年轻女子，令
人极其痛心和愤慨。这两起案件也暴露出滴
滴顺风车严重的管理和系统漏洞，比如，乘客
向平台反映危险时，客服人员处理迟滞，与警
方联系不畅；对顺风车司机身份审核不严格，
个别司机有前科等。尤其让公众难以接受的
是，顺风车软件中竟带有社交功能。这些都为
乘客的生命财产安全埋下了严重隐患。
应该说，顺风车业务确实能起到方便乘

客出行的作用，相比于其他部分交通工具，
顺风车价格也相对便宜。但是无论如何便利
和便宜，都不能忽略了安全。回溯这两起案
件，也正是要强调“安全”二字，如今这依旧
是乘客对滴滴顺风车最基本的要求，也是绝
对不容碰触的底线。
按照滴滴的说法，这一年多过去，顺风

车做了不少改变。比如，除了联合公安机关对
注册车主进行综合背景审查之外，此次也引入
了失信人名单筛查，可公开查询到的失信被执
行人无法注册成为顺风车车主。还将原有的

“信任值”升级为“行为分”，根据用户最近收到
的评价、投诉等信息进行履约、友好等多维度
综合评估。特别是在顺风车整改方面，做出
了“全面去除社交功能”“消除历史订单信
息”“禁止合乘双方自主编辑评价内容”等加
强用户个人信息隐私保护的诸多动作。
不过，“女性乘客20点以后不能打车”等

规定，引发了不少争议，有人直指其“性别歧
视”。当然，不否认滴滴做出这一限制，初衷
是出于为了女性乘客安全考虑。或许滴滴也
有一定的数据支撑，但算法之外还有文明、
伦理和情理存在。客观来看，此次滴滴限制
女性夜间出行，也许只是一种无奈的选择，
但绝不是优选路径。显然，滴滴仍然需要继
续优化，尽快找到更好的技术和制度手段，
寻求法治框架内的治本之策。
最后必须强调，滴滴顺风车此次重启，

千万不能再松了“安全带”，这也必须成为滴
滴公司的一条“高压线”。而对于滴滴的承
诺，公众也将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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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寒

被告莫先生隐瞒名下财产和其他社会救
助，将其所筹集的款项挪作他用，构成违约，
被判全额返还筹款15万余元并支付利息。同
时法院要求“水滴筹”平台后期应将善款返还
赠与人。北京朝阳区法院介绍，这是全国首例
网络大病筹款纠纷。（11月6日《新京报》）
近年来网络众筹风生水起，一些网络募捐

平台如“水滴筹”等，利用现代化网络方便快捷
高效的技术特点，快速筹款，帮助一些困难群
体渡过难关，同时也让一些人盯上了这一救助
渠道，夸大其辞、隐瞒真相，将其作为无需偿还
的优选项。此案中，莫先生被判全额返还筹款
15万余元并支付相应利息，纯属咎由自取。法
院要求“水滴筹”公司根据《用户协议》《水滴筹
个人求助信息发布条款》、比例原则，公开、及
时、准确返还赠与人，也是在强调网络平台的

行业规范及法律要求。
全国首例网络大病筹款纠纷引人关注，这一
判决结果维护了法规严肃性，呵护了慈善爱心，
也给相关人等以警示。一方面网络众筹平台要加
强行业自律，加大与政府部门、医疗单位、社区的
协查合作，提高全程审核质量，认真履行善款使
用监督责任。另一方面，全社会也要加大对募捐
平台等组织和个人的公共监督力度。坚决杜绝骗
捐敛财、践踏爱心的不良行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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