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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观察

消费资讯

国家有关部门宜尽快健全相关
标准，将“儿童食品”纳入规范中；同
时，对于虚假宣传行为，消费者与有
关部门也该及时出手，遏制“儿童食
品”标签“漫天飞”。

据相关媒体报道，开学季，不少
家长开始采购儿童用品，从儿童书包
到儿童牛奶、儿童水饺，与“儿童”相
关的产品都被放入购物车中。但经
调查发现，很多家长给孩子买的冠
以“儿童食品”标签的食品与普通食

品并没有什么差别。一些企业宣称
产品“营养价值高”“孩子更爱吃”，
但这不过是其宣传炒作的噱头。

这年头，一些做企业的拿不出
质量过硬的产品，倒是对忽悠消费
者的本领驾轻就熟。据调查，一些
儿童食品生产厂家忽悠消费者的手
法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炒作概
念，通过精心包装的话术强调“儿童
食品”与普通食品的差别；二是，为
增加口感在部分儿童食品中增加添

加剂，却谎称其有特别的功效。
其实，这些忽悠手法并不高明，

有心的家长只要认真比照“儿童食
品”与普通食品的成分表，便可发现
两者并无多大不同。但是，在一些
家长“给他最好的”和“不能输在起
跑线”的心理下，“儿童食品”的猫腻
往往被轻易忽略。

正如有消费者所说的，所谓“儿
童食品”不过是一个厂家生造的概
念，绝大多数购买“儿童食品”的行
为都等于“交智商税”。事实上，我
国任何食品领域的法律法规中，都
没有“儿童食品”这个概念，相关国
家标准也付之阙如。但某种意义
上，这也正是“儿童食品”标签乱飞
的重要原因。

以儿童酱油为例，江苏省消保委
提示，目前我国没有“儿童酱油”的相
关产品标准，现有的酱油分类标准
主要依据成分和制作工艺分为酿造
酱油、再制酱油等，并没有依据食用
者年龄划分的酱油类型。这就意味
着，从严格的技术标准来看，“儿童
酱油”并不是一个专门的酱油门类，
但又因为相关标准的缺乏，厂家似乎
又具有了随意定义“儿童酱油”的权
限。儿童挂面、儿童牛奶、儿童肉松
风行市面，也是基于同样的理由。

基于此，整治“儿童食品”市场，
除了相关部门加强日常监管外，尽
快根据行业发展与市场需求，给“儿
童食品”制定相关认定标准，或许是
当务之急。名正则言顺，有了标准，
市场监管有据可依，消费者也能做
到心中有数。而从行业的长远发展
来看，这也有利于“儿童食品”行业
走向规范化。

其实，在相关标准制定之前，对
一些儿童食品的“招摇过市”，也并
非无计可施。一些厂家在宣传其产
品时，其标榜的“高营养”“零添加”
等说法，可能已涉嫌欺诈，消费者完
全可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相关
条款向经营者索赔，而对于厂家、商
家虚假宣传的行为，行政主管部门
亦有责任予以惩处。

从其实质来看，一些所谓的“儿
童食品”，不过是一些厂家利用消费
升级与信息壁垒，制造的一个个食
品谎言。国家有关部门宜尽快健全
相关标准，将“儿童食品”纳入规范
中；同时，对于虚假宣传行为，消费
者与有关部门也该及时出击，消解
一些“儿童食品”宣传的误导作用。
只有多方发力，或许才能让“儿童食
品”多些安全，少些谎言。

［据人民网］

别再让一些“儿童食品”忽悠消费者

前不久，陈女士趁着“双 11”
买了一条牛仔裤。可当她拿到货
时，却十分生气：“新买的牛仔裤，
刚穿上身，一排扣子掉了。我拍
照发给客服，要求退货或换货。
可客服却表示，他们只是卖家，与
厂家没有售后修补的约定，因此
不能换货，要想退货得自付运
费。”客服还提出一个“妥善”的解
决办法，要求陈女士发一个好评，
这样就能获得 5 元钱红包，“足够
买扣子缝补了。”

对此，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
教授刘俊海认为，客服的处理不
符合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明文规定了
后悔权制度，买家收到货后7天之
内拥有无理由退货的权利。即使
商品没有质量问题，只是消费者
不喜欢，都可以要求退货，更何况
是如此明显的质量问题。”

如今，网购已经成为社会公
众的生活方式之一。据中国互联
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报告显示，

截至2019年6月，我国网络购物用
户规模达 6.39 亿人次。然而，网
购在为消费者带来便利的同时，
也存在知假售假、价格欺诈、信息
安全等问题，让消费者的合法权
益受到损害。

“有时，我和朋友在微信里聊
到某样东西，或在微博、浏览器搜
索了某词条，结果，就有网购平台
将相关物品推荐给我。这让我觉
得自己被监视了。”很多消费者都
有一样的遭遇，这都是大数据营
销惹的祸。

刘俊海表示，很多平台与电
商都是利益共同体，他们将损害
消费者权益作为其节约成本、提
高经济效益的代价，这不仅违背
了商业伦理，也违反了法律规定：

“法律明确规定，商家在获取消费
者个人信息和隐私信息时，要严
格遵循知情、同意、保密、必要、合
理等基本原则，征求消费者同意，
不能私自提取消费者个人信息。”

“市场可能失灵，但监管不该
失灵。”刘俊海表示，监管部门应
该依法用好、用够、用足法律赋予
的行政指导、行政调解、行政监管
和行政处罚等权利，保护消费者
合法权益，维护消费者与电商平
台之间公平的交易秩序。平台也
要发挥自律监管的职责，自觉地
尊重和保护消费者依法享有的各
项权利，营造一种多赢共享、包容
普惠、诚实信用、公平公正的电子
商务市场生态环境。

［据人民网］

问题网购 如何监管

如今，越来越多的老字号国产品
牌抓住消费者尤其是年轻消费群体
时尚、个性、品质化消费需求，在质
量、服务、设计、审美上全面发力，重
塑品牌活力，赢得市场规模与良好口
碑，成为一股促进消费升级、引领消
费潮流的力量。老字号要把握好“持
中守正”与“出奇制胜”的平衡点，在
市场竞争中抢得先机、发展壮大。

国货品牌主动转型升级
今年天猫“双 11”销售额过亿

元品牌中，国货品牌占比近六成
“北冰洋汽水可是童年记忆啊，

炎炎夏日，从小喝到大。如今它们新
出了温暖甜蜜的‘核花恋’，还特地推
出保温柜，在冬天享用也是一大佳
品。”北京市朝阳区居民谢佟说。

老字号“北冰洋”又火了！这两
年，“北冰洋”突破单品策略，打造网
红爆款。根据天猫大数据，北冰洋
研发的适合冬日饮用的暖胃花生核
桃植物蛋白饮品“核花恋”，销售业
绩显著增长，20-29 岁年轻女性消
费者超过 50%。不只是夏天才喝

“北冰洋”！
森马以 6款中华美食为灵感设

计服装，六必居前门博物馆历史感
十足，百雀羚联手故宫推出悦色岩
彩系列彩妆……从服装服饰到快速
消费品，从电子家电到化妆文娱，如
今，越来越多的老字号品牌不断尝
试新突破，走在时尚与潮流的前沿。

老字号品牌的走红与新国货品
牌的热销相辅相成。“10 年前刚上
大学那会儿，家人、同学、朋友用的
手机多是外国品牌；现在，国产手机
品牌华为、OPPO、小米等，无论在
一线城市还是在乡村小镇，都受到
追捧。”江西南昌红谷滩新区某公司

“90后”员工曾洪涛说。
阿里数据显示，从去年7月到今

年6月，中华老字号在淘宝天猫整体
成交金额超过 370 亿元，同比增速

达到 23.6%，其中成交过亿元的品
牌有 58 个。今年天猫“双 11”销售
额过亿元品牌中，国货品牌有 173
个，占比近六成，回力、云南白药等
老字号品牌首次销售额破亿元。

“在政策推动和新消费崛起的
背景下，国货老字号品牌主动转型
升级，摆脱‘价格低廉、品质有待提
高’的刻板印象，正在赢得更多消费
者、占据更大的市场份额。”天猫新
国货团队负责人锦雀说。

在苏宁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付一夫看来，老字号走俏与消费升级
浪潮分不开：商品本身已经无法满足
消费者的需求，人们同样在意商品背
后的文化价值，而带有时代印记与深
厚底蕴的老字号品牌，常常承载着很
多情怀，容易引发情感共鸣。

“老字号国产品牌重新受欢迎，
与消费观念的转变很有关系。人们
不再盲目追求国外大牌，而是信任
品牌内在的产品质量与时尚度。”森
马电商总经理张宏亮说。

百度与人民网研究院联合发布
的报告显示，从 2009年到 2019年，
国产品牌的关注度占比由38%增长
到70%。电子、文娱、服装、汽车、化
妆品、食品等六大行业国产品牌均
实现了“出海”“自主研发”“核心科
技”等质的转变，在技术、质量、设计
等方面出现质的飞跃。

数字技术为老字号赋能
越来越多的老字号以开放的姿

态拥抱互联网，加速对实体门店的改
造，与电商平台合作开展精准营销

“现在，美团外卖上也有了庆丰
包子铺，一键下单后，不仅能吃到馅
多皮薄的包子，还能享用包含其自
制饮品和糕点的下午茶；同样，护国
寺小吃也特意给外卖用户的盖浇饭
配上了凉菜和汤。这些餐品搭配的
改良，真不错！”北京市海淀区倒座
庙小区居民王阕琳是个“老北京”，

她发现，现在不少老字号餐饮外卖
不再墨守成规，陆续推出一些新动
作，以更符合年轻人的消费喜好。

美团点评统计数据显示，餐饮
老字号品牌中，近 49%的门店开通
了外卖业务，19.3%的门店开通了团
购/预订业务，23.5%的门店开通了
数字化收银业务。上海大壶春等知
名老字号小吃店，通过选择美团小
白盒和智能 POS，使每位顾客在收
银上花费的时间大大缩短，有力提
升了消费体验。

“我们正在推动老字号运用互
联网开展精准营销，构建线上线下
一体化营销体系，扩大对年轻消费
群体的影响力。”美团研究院院长来
有为建议，老字号应积极开展网络
订餐、外卖服务等，扩大服务半径，
实现销售模式多样化、渠道多元化、
服务精细化。

来有为认为，促进老字号数字化
发展，一方面，要支持老字号提升供
应链数字化水平，利用现代化配送、
智能供应链帮助老字号降低物流成
本和采购成本、提高原材料品质，扩
大服务半径。另一方面，要支持老字
号实现管理数字化，利用数字化软、
硬件设施改善老字号管理，提升老字
号经营效率和数字化管理水平。

把握好发展的平衡点
随着移动互联网时代到来，国

产品牌与“洋品牌”的竞争更加直
接，文化、品位成为老字号发展的重
中之重

故宫宝蕴楼、报纸大样……单独
看，这几组符号相互之间并没有联
系，实际上，它们都是李宁公司推出
的对应联名服饰上的元素，被印在具
有潮牌气质的服装胸口背后，大胆又
富有创意的跨界组合，让李宁公司收
获服装领域“国潮”先锋的美誉。

“我们与不少合作伙伴推出联
名产品，希望通过这种跨界的方式，

挖掘双方优势资源，创造出更加具
有故事性的产品，刷新消费者的产
品体验、运动体验和购买体验。”李
宁公司有关负责人表示。

泸州老窖出香水、六神花露水味
儿的鸡尾酒走红、老干妈卫衣亮相纽
约时装周、大白兔唇膏天猫上线2秒
即售罄……跨界成为老字号营销创
新的一大利器，让年轻消费群体重新
燃起对老字号国产品牌的兴趣。

付一夫认为，老字号要焕发
新活力，必须适应不断变化的市
场需求与消费环境，其中的关键
是要有创新能力，“贴近消费者并
顺应其习惯、需求、偏好，有的放
矢地进行创新，创造新业态、新模
式、新渠道与新服务，这样才能不
被时代淘汰。”

“创新要以推出高质量产品与
服务为导向，将更多与品牌自身有
关的文化元素、历史底蕴与科技含
量注入老字号当中。”中央财经大学
文化经济研究院院长魏鹏举认为，
比如，有将近 200 年历史的辽宁胡
魁章笔庄，在坚持传承古笔制法苘
胎狼毫毛笔工艺同时，联手现代设
计公司，收获国际大奖。在大白兔
60周年展上，其简约又具有美感的
商标设计被用到大白兔抱枕、帆布
袋、唇膏等周边创新产品上，引得顾
客关注。

张宏亮认为，让老字号焕发新
活力，不仅要有好产品，还要有优质
文化内容，并能创新传播形式。“老
字号要通过创意性内容输出，在吸
引消费者目光的同时，努力提升品
牌在消费者中的影响力。”

随着移动互联网时代到来，国
产品牌与“洋品牌”的竞争更加直
接，文化、品位成为老字号发展的重
中之重。来有为认为，要把握好“持
中守正”与“出奇制胜”的平衡点，在
市场竞争中抢得先机、发展壮大。

［据人民网］

抓住消费者需求，在质量、服务、设计、审美上全面发力

老字号也能“潮”起来

中国消费者协会近日发布
《农村集贸市场调查体验“回头
看”报告》。通过对 2018年调查体
验得分排名相对靠后的 60 个农
村集贸市场开展“回头看”调查体
验发现，农村消费环境有所改善，
但一些被体验农村集贸市场“三
无”产品依然不少，消费环境还需
加紧治理。

中消协建议，鼓励大型商贸或
电商平台下乡，利用互联网手段和
物联网技术优化供给，强化集贸市
场商品和服务品牌化建设，提升农
村集贸市场供给水平。

去年，中消协针对 31 个省区
市开展了 155 个农村集贸市场调
查体验活动，当年底，中消协会
同地方消协组织对调查体验中
发现的问题，采取约谈、建议等
方式，督促部分农村集贸市场进
行整改。为检验调查体验问题
整改和专项整治行动效果，中消
协于今年 9-10 月针对 2018 年调
查体验得分排名相对靠后的 60
个市场开展“回头看”活动，完成
消费者感知调查问卷有效样本
2419个。

《报告》显示，2019 年“回头
看”结果与 2018 年相比总体有所
改善，实地体验得分由 2018 年的

60.7分上升到 2019年的 62.26分，
消 费 者 感 知 得 分 由 2018 年 的
74.95 分 上 升 到 2019 年 的 78.05
分。《报告》显示，问题商品总体发
生率降低，但“三无”产品发生率不
降反增。

去年问题最普遍的假冒产品
问题在今年得到明显改善，60 个
市场中存在假冒产品的市场由
2018 年的 35 个下降到 2019 年的
19 个；存在伪劣产品和过期产品
的市场也比 2018 年有所减少，存
在伪劣产品的市场由2018年的17
个下降到 2019年的 11个，存在过
期产品的市场由 2018年的 8个下
降到2019年的5个。

值得注意的是，2019 年 60 个
市场中有32个市场存在“三无”产
品，而2018年这一数量为24个，应
当引起市场监管部门的重视。

数据显示，今年“服饰”是“三
无”产品中占比最大的一部分，为
32.08%，有的农村集贸市场摊位售
卖的贴身衣物无任何标签，没有产
品等级、材质说明，也没有制造商
等相应信息；其次是“食品”，占比
30.18%；“日用百货”和“鞋袜”占比
均为10.69%。

“本次调查体验发现，商品
质量问题仍然突出，商品质量保
障体系须进一步完善，加强商品
和服务品牌化建设是改善农村
集贸市场供给的重要路径。”中
消协商品服务监督部主任皮小
林说。中消协建议，大力推广集
中生产、集中采购、统一配送的
农村集贸市场供应链体系，满足
农村消费者多样化、个性化的生
产生活需要。

［据人民网］

农村集贸市场商品质量问题仍然存在

管住“三无产品” 净化农贸市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