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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自2024年7月1日
起施行。条例对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做了进一步细化，对消费者
反映强烈的如完善直播带货等新业态监管、治理大数据“杀熟”、加强预
付式消费保障等问题进行了有针对性的规范。面对新业态下的新问题
和新挑战，条例聚焦了哪些群众关切？又将带来哪些影响？

直播带货等新业态监管更细致
“家人们，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价格已经打到最低了！”
直播带货越来越火，有的带货主播以所谓“远”低于商品原价的直

播专属价作为促销策略，标高原价、以虚假低价套路消费者，并通过极
力渲染、比价刺激等手段，吸引了大批观众。

一些消费者称，在观看直播购物时被主播的话语和气氛所带动，往
往快速下单，对商品质量、经营主体并不了解，一旦遇到消费纠纷往往
无法追溯，维权困难。

条例明确，发生消费争议的，直播营销平台经营者应当根据消费者
的要求提供直播间运营者、直播营销人员相关信息以及相关经营活动
记录等必要信息。

“进一步细化了对网络直播营销活动的监管。”中国人民大学国家
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杨东说，条例为解决新业态萌发的新问题提
供了明确的解决路径，营造更加安全、诚信、公平的网络消费环境，进一
步激发消费潜力。

大数据“杀熟”等问题治理更精准
有网友晒出假日酒店预订截图，同一时间、同款房型，用会员和非

会员账号下单，显示不同价格，而会员显示的价格更高。面对明显的价
格差异，不少网友吐槽平台标价“任性”，区别对待消费者。

条例规定，经营者不得在消费者不知情的情况下，对同一商品或者
服务在同等交易条件下设置不同的价格或者收费标准。

“这精准地对大数据‘杀熟’做出了规制。”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互
联网法治研究中心主任刘晓春说，条例针对消费者知情权保障，从经营
主体、商品服务、用户评价、交易条件等方面构建了有针对性的信息披
露规则。

有的平台通过下单优惠的方式，诱导消费者开通自动续费，但自动
续费往往只在续费成功后才通知消费者。上海的消费者张先生常常碰
到视频平台、网盘、音乐软件等自动续费情况，在会员服务到期前，平台
从账户中自动扣款，会员服务将续期，而退订入口却非常难找。

条例对自动续费等收费方式细化了规定，经营者应当在消费者接
受服务前和自动续费等日期前，以显著方式提请消费者注意。

很多消费者在网购时会货比三家，如查看商品销量、店铺的评级，
以及其他消费者的打分、评价、晒图等，但这些“销量”“好评”往往真假
难辨。

对此，条例明确，经营者应当采用通俗易懂的方式，真实、全面地向
消费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相关信息，不得通过虚构经营者资质、资格或
者所获荣誉，虚构商品或者服务交易信息、经营数据，篡改、编造、隐匿
用户评价等方式，进行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宣传，欺骗、误导消费者。

浙江大学经济法研究所所长张占江表示，这有助于打破消费者与
经营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可操作性大大提升，将消费者权益保护落到
实处。

治理预付式消费跑路等顽疾更有保障
近期，某瑜伽连锁机构因资金问题闭馆停业，不少消费者想要退回

卡里的余额基本无望，只能自认倒霉。北京的消费者王女士就是其中
一员，她之前也办过美容美发卡、游泳卡等预付式消费卡，也遭遇过商
家跑路。

近年来，健身房、美容院、理发店失联跑路，卷走消费者大额预付费
的恶意违约事件时有发生，部分商家甚至转移资金、临时更换法定代表
人和股东，消费者要回预付款的维权之路艰难。这一顽疾如何彻底根
除？

条例强化了预付式消费经营者义务，明确规定了经营者按照约定
退回押金和预付款等条款，弥补了现阶段下预付式消费的规则空白。

当前，在网游领域消费投诉中，涉及未成年人网络游戏的退费投诉
激增。大部分家长的退费理由是孩子在父母不知情的情况下大额消
费，对于未成年人消费的认定和权益保护问题成为维权重点。

条例要求，经营者提供网络游戏服务的，应当符合国家关于网络游
戏服务相关时段、时长、功能和内容等方面的规定和标准，针对未成年
人设置相应的时间管理、权限管理、消费管理等功能，在注册、登录等环
节严格进行用户核验，依法保护未成年人身心健康。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叶林表示，条例积极回应消费维权长期
存在的难点、堵点，回应消费者对权益保护的关切，营造安全放心消费
环境。 （据新华社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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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从自治区农牧厅获悉，为进一步
夯实农牧领域安全生产基础，内蒙古启动
农牧领域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

《农牧领域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方
案（2024-2026年）》（以下简称《方案》）于
近日印发。

《方案》聚焦农机、渔业、农药、畜禽屠
宰加工、农村沼气工程等重点领域，细化
了开展安全教育培训行动、完善提升法规
标准体系、推动企业和生产经营主体常态
化自查自改安全隐患、持续加大安全宣传
教育力度、选树典型强化示范引领等12项
主要任务，切实保障农牧业行业安全生产

形势持续稳定。
《方案》明确，通过 3 年攻坚，内蒙古

各级农牧部门和有关农牧业企业、生产经
营主体安全发展理念进一步强化，工作责
任进一步压实，制度机制不断完善，物质
装备得到改进，科技支撑更加有力，力争
实现“三提、两低、一向好”，即农牧业生产
从业人员安全生产意识进一步提高、农牧
业生产本质安全水平进一步提高、农牧业
安全生产综合管理保障能力进一步提高，
事故起数和死亡人数保持低位，全区农牧
业安全生产保持稳定向好态势。

（据《内蒙古日报》韩雪茹 潘佳慧）

内蒙古启动农牧领域
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

为指导自然保护地科学化、精细化管
理，更好服务于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
障建设，不久前，自治区印发《内蒙古自治
区自然保护地体系发展规划（2024-2035
年）》（以下简称《规划》），提出体系建设、
保护修复、管理能力提升、民生共建共享
等4方面16项任务，引领自然保护地体系
建设向纵深推进。

内蒙古地域辽阔、资源丰富，拥有森
林、草原、湿地、河流、湖泊、沙漠等丰富多
样的自然形态，是我国北方面积最大、种
类最全的生态功能区。目前，全区共设立
自然保护地380处，整合优化后289处，总
面积1437万公顷，包括自然保护区、风景
名胜区等6种类型。《规划》结合内蒙古实
际，打造“全国跨境保护”“国有林区绿色
发展”等7个主题样板区，以点带面，组团
式带动全域自然保护地保护发展。提出

到2035年，自然保护地面积占内蒙古国土
面积比例12.5%以上，建成高水平保护、高
质量建设、高标准共享的具有全国示范意
义的自然保护地体系。

据自治区林草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规划》首创性地建立了基于核心价值和
保护对象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构建模型。
通过分析自治区代表性自然生态系统、珍
稀濒危动植物物种、自然遗迹与景观资源
四个层面的空间分布，构建评价方法并提
炼保护重要区域，合理避让社会发展和居
民生产生活空间，与现有自然保护地范
围、级别、类型叠加，因地制宜提出现有自
然保护地级别、类型转化方案，以及新扩
建候选区的分类分级建设方案，整合优化
后在全国率先完成科学的自然保护地分
类分级体系构建。

（据《内蒙古日报》霍晓庆 潘佳慧）

内蒙古印发自然保护地体系发展规划

近日，内蒙古自治区推进产业工人队
伍建设改革暨思想政治工作联席会议办
公室印发《内蒙古自治区2024年产业工人
队伍建设改革工作要点》，明确今年全区
将围绕强化思想政治引领、提升技术技能
水平、健全职业发展体系、做实维权服务
工作、搭建建功立业平台、加强组织领导
六个方面为产业工人办好多件实事。

据了解，为产业工人办实事内容包
括：制定全区深化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
的实施意见、深化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
改革、深化农牧民工“求学圆梦行动”、研
究制定内蒙古工匠学院管理办法、深化提
升“技术技能人才引育提质”工程、召开纪
念“安康杯”竞赛40周年活动、办好第二届
全区职业技能大赛、组织实施大国工匠人
才培育工程、支持包头市总工会组织动员
广大职工在“两个稀土基地”建设中充分
发挥主力军作用、做好新就业形态劳动者
建会入会和维权服务、开展全区职工优秀
创新成果评选工作和召开推进非公有制
企业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现场交流会
等。

据介绍，为深化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
设改革，内蒙古将深化产教融合，加强职
教联盟建设，探索多元纵向贯通技术技能
人才培养模式，深入推进校企合作，培育
产教融合型企业达到50家，推动全区职业
教育“工匠班”“订单班”在培学生达到3万

人以上。以项目制支持22家工匠学院发
挥作用，探索建设内蒙古产业工匠学院，
探索组建工匠学院联盟。

产业工人是创新驱动发展的骨干力
量。为了激发产业工人创新创造活力，内
蒙古将深入贯彻落实《关于支持职工技术
创新工作的若干措施》，把产业工人创新
纳入企业创新体系，支持促进职工技术创
新成果转化落地，加强产业工人知识产权
保护，做好产业工人申报科技进步奖、专
利奖等组织推荐工作。同时，广泛开展

“五小”等群众性创新活动。
内蒙古将积极发挥劳模和工匠人才

的示范带动作用，加强技能大师工作室、
劳模和工匠人才创新工作室建设，年内指
导全区新建各级劳模工匠人才创新工作
室300个，命名50个自治区级劳模工匠人
才创新工作室，支持大国工匠、北疆工匠、
高技能人才兼任职业院校实习实训指导
教师。同时，组织实施大国工匠人才培育
工程，积极推选培育大国工匠人才，选树
20名北疆工匠、指导盟市产业培育各级工
匠100名。

据悉，内蒙古将深化提升“技术技能
人才引育提质”工程，启动高技能领军人
才培育计划，将急需紧缺技能人才纳入人
才引进目录，引导技能人才向欠发达地
区、基层一线流动。

（据《内蒙古日报》马芳）

内蒙古围绕六个方面为产业工人办好实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