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事关最高法院力量对比
特朗普 19日在社交媒体上强调挑选联邦最

高法院大法官的重要性，对共和党人展开动员。
国会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共和党人米奇·麦康奈尔
此前已明确表态，参议院将就总统提名人选进行
表决。麦康奈尔还私下致信共和党同仁，提醒他
们对外表态要慎重，不要影响大局。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由总统提名，但须
获得参议院半数以上支持才能通过。特朗普上台
以来已两度提名保守派人士出任联邦最高法院大
法官。尽管民主党人强力阻拦，但由于共和党人
掌握参议院多数席位，两次提名均“有惊无险”地
获得通过。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有9名大法官，由5名保守派
大法官和包括金斯伯格在内的4名自由派大法官组
成。本月早些时候，特朗普发布了一份由保守派人
士组成的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候选人名单。不出意
外的话，他将从中挑选接替人选。自由派人士担心，
如果总统提名再次获得参议院通过，美最高法院立
场将进一步向保守立场倾斜，关于堕胎、同性恋权
益、移民等问题的判例被推翻的风险加剧。

民主党人认为，美国大选将近，特朗普不应该
在此时提名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批评者指出，
共和党人2016年曾有过先例：时任美国总统奥巴
马当时提名一名自由派人士出任联邦最高法院大
法官，但麦康奈尔以美国已进入大选年为由拒绝
将审议提名提上参议院议程。

特朗普欲在选前表决提名
从目前来看，无论民主党人如何批评，都无法

阻止特朗普再次提名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悬念
只在于何时宣布和提名谁。

特朗普19日说，他预计将在下周宣布提名人
选。2020年美国总统选举首场辩论将于9月29日
举行，有分析人士认为，特朗普在此之前宣布提
名，一方面可以增加舆论关注度，另一方面可以为
辩论设置议题。

总统宣布提名后，国会参议院将进行审议和
表决。美国国会研究服务部 2018年一份报告显
示，1975年以来，从总统正式提名联邦最高法院大
法官到参议院举行首次听证，平均耗时 40天，听
证可能持续四五天，有的超过 10天。截至 19日，
距离美国总统选举投票日还有40余天，距离下届
总统就职还有120多天。

特朗普说，他希望参议院能在大选投票日之
前就大法官提名人选举行表决。美国媒体援引共
和党人士的话说，如果特朗普选择提名参议院近
期审查和表决过的联邦法官，进程会更快。

将给总统选战带来新看点
尽管共和党人在参议院中有席位优势，但该

党内部并非“铁板一块”。目前，已有两名共和党
参议员表示，不支持在大选投票日前就大法官人
选举行表决。

民主党人已开始为阻击提名进行动员和准
备。参议院少数党领袖、民主党人查克·舒默 19
日说，民主党的首要目标是把大法官“补位战”的
利害关系明确告知美国公众。美国政治分析师戴
维·格根说，摆在双方面前的将是一场大仗。

过去数月，特朗普同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
的攻防战主要围绕新冠疫情、经济困境、种族歧
视、社会治安等话题展开。

民主党竞选策略师乔尔·佩恩认为，共和党人
想把“补位战”作为今年大选的“十月惊喜”，以调
动保守派选民的投票热情。也有分析人士认为，

“补位战”的反作用力也很强，自由派人士对联邦
最高法院进一步右倾的担忧恐加重，因此他们当
中可能也会有更多人去投票。

（据新华社华盛顿9月19日电）

大法官去世
恐引发美两党“补位大战”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露丝·巴德·金斯伯
格当地时间18日去世。美国总统特朗普19日表
示，将提名一名女性保守派人士来填补这一空缺。

围绕接替人选，共和、民主两党针锋相
对。随着美国大选日益临近，两党间这场“补
位大战”将格外激烈。

受访专家认为，安全性依然是网约车类
互联网产品的核心竞争力，而随着无人驾驶
等新技术的使用，安全性考虑还应从个体层
面上升到系统层面。

“对企业而言，将安全作为首要考量因
素必然会带来大量成本投入，但这样的投入
是完全有必要的。”互联网专家尹生表示，对
网约车平台而言，安全性是其核心竞争力。

今年以来，无人驾驶网约车陆续出现在
广州、上海、长沙等地街头，用户在尝鲜的同
时，也开始担心车辆联网后的网络安全问
题。“未来无人驾驶普及后，不仅仅是车联
网，而是社会系统的联网，系统的安全性需
得到充分的论证。”

尹生提出，有关部门在将自己的系统接
入的同时，除了要追踪监测乘客的人身安全
状态，还要警惕不法分子借由联网车辆对系
统发动网络攻击。同时，无人驾驶车辆在发

生道路安全事故时，责任如何划分也需要留
足顶层设计的空间。

除对乘客安全提出更高要求外，加强对
网约车驾驶员安全保障的呼声也越来越
高。“有的乘客坐车不戴口罩，有的乘客甚至
可能对驾驶员做出出格举动。”DCCI互联网
研究院院长刘兴亮认为，现在部分网约车平
台推出车载安全设备用以保护司乘双方安
全，同时也可将记录内容用来调节交易纠
纷，但要在隐私保护和人身安全之间找到平
衡点。

专家建议，各地监管部门在更新监管科
技的同时，也要强化对平台的制度约束，例
如制订网约车企业行为的负面清单、实行企
业的信用清单管理，对于违规多次的平台进
行一定期限的停运整改等，倒逼平台强化合
规运营。

（新华社北京9月19日电）

作为“互联网+”推动产生的新业态，网约车近年来蓬勃兴起。据应
急管理部信息研究院去年11月发布的《中国网约车安全发展研究报
告》，国内每3个打车人中，至少有1人使用网约车，获得城市经营许可
的网约车平台已超过140家。

网约车行业给大众带来了不少便利，然而由于其去中心化、零工经
济的特点，网约车呈现出与传统出租车不同的安全规律。5G时代到
来，如何创新技术手段、管理方法，让网约车更加安全、舒心？

2018年某网约车平台接连发生两起安
全事件，一度将网约车安全问题推到风口浪
尖。经过多轮整改和技术革新探索，哪些新
标准和新应用能有效提高安全乘车系数？

作为 2020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线下
系列活动之一的“网约车安全保障”论坛，日
前在河南郑州举行，院士专家、监管部门和
网约车平台负责人纷纷建言献策。

“移动App的漏洞和被破解风险是主要
安全威胁。”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网络安全
响应中心主任卜哲说，移动智能终端安全直
接影响着网约用车安全，手机App存有车联
网云平台账户、密码等信息，若出现安全漏
洞，极有可能被不法分子利用，威胁乘车人
安全。

卜哲认为，由于产业链长、防护环节众
多，尽管整车厂商、网约平台已加快安全布

局，却尚未开展深入合作，因此虽然网约车
行业发展势头良好，但尚难以完全杜绝安全
隐患。

他表示，全面、可操作性强的安全标准
应成为网约车行业安全发展的必要手段，构
建全链条的安全防御体系将是必然趋势。

中国工程院院士沈昌祥表示，技术缺陷
和漏洞给违法违规行为以可乘之机，各平台
和监管部门要通过构建主动免疫防护新体
系，来筑牢网约车的安全防线。

滴滴技术负责人则介绍，通过不断推进
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精细化管理水平，网约
车安全性能得到更好保障。近年来，由于加
强实时监控车辆运行、行程分享、110报警、
分析司机不安全驾驶行为、干预车行轨迹异
常现象等做法，网约用车安全系数正逐步提
高。

技术创新和全链条安全标准是关键

在福建厦门，该市交通运行监测指挥中
心的“厦门市出租汽车行业监管系统”的大
屏幕上，网约车平台的车辆、驾驶员、订单、
运营轨迹等信息实时显示，任何违规信息都
会被监管人员重点关注。

事实上，自 2017年起，厦门自主建成全
国首批网约车信息化监管平台，实现“以信
息化手段管理信息化平台”的目标。

“摸清网约车平台在厦门运营的家底，
我们才有底气为厦门市民守住安全底线。”
厦门市交通局运输事业发展中心出租车科
负责人表示，当乘客与司机发生纠纷或出现
突发事件时，监管部门可以通过信息化手段
第一时间介入，维护各方利益。

同厦门一样，自 2019年起，全国多地逐
步推出跨部门联合审查机制、网约车退出机
制、专兼职分类管理等创新举措，目前网约

车投诉量已下降到较低水平。
今年7月，中国交通运输协会发布《网络

预约出租汽车平台公司安全运营自律规范》
团体标准和《私人小客车合乘信息服务平台
公司安全运行技术规范》团体标准，对网约
车、顺风车安全管理标准化和规范化进程起
到重要的指导意义。

据了解，作为网约车、顺风车行业的首
部安全团体标准，两项安全标准均涉及行程
分享、110报警、紧急联系人、行程录音、号码
保护等基础性安全功能要求，全面做好司乘
人员出行过程中的安全保障。

同时，为确保安全事件的快速响应与合
理处置，标准规定应在接到安全投诉后24小
时内处理且 5日内处理完毕；应设立线上调
查取证机制，确保24小时对接警方调查取证
工作组等安全要求。

强化监管、技术创新出实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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