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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将于今

年7月起实施。在国新办9日举行的国

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市场监管总局、

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国家网信办等部

门有关负责人介绍了条例有关情况。今

年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30周年，条

例作为配套行政法规，有哪些亮点，将带

来哪些影响？

细化经营者义务
强化国家保护

市场监管总局副局长柳军介绍，条

例坚持问题导向、系统观念，明确要形成

经营者守法、行业自律、消费者参与、政

府监管和社会监督相结合的共同治理体

系，重点在细化经营者义务、强化国家保

护、完善争议解决等方面作出了规定。

柳军说，如围绕保障消费者人身财

产安全，规定除了一般的商品服务外，赠

品也要安全，“免费不免责”。围绕真实

披露信息，列举了虚假宣传的常见情形，

还规定了不得虚构或者夸大治疗、保健、

养生等功效诱导老年人消费，替消费者

守好养老钱。围绕保护消费者安宁权，

规定不能擅自发送“推销信息”，也不能

擅自拨打“推销电话”。通过一系列更清

晰的合规指引和更明确的法律责任，让

市场更加有序、让经营更加规范，预防市

场失灵、减少消费侵权。

司法部立法二局负责人郭启文说，

条例聚焦当前消费者关注的痛点堵点难

点问题。如细化和补充消费者权益保护

法的有关规定，完善网络消费相关规定，

规范预付式消费经营活动，强化政府消

费者权益保护职责，明确了消费者协会

的履职要求等。

针对一些APP过度采集使用个人信

息的问题，国家网信办网络法治局负责

人尤雪云表示，网购时人脸识别属于个

人信息过度收集。经营者不得过度收集

消费者个人信息，不得采用一次概括授

权、默认授权等方式，强制或者变相强制

消费者同意收集、使用与经营活动无直

接关系的个人信息。

预付式消费、直播带货……
破除消费痛点和堵点

针对预付式消费、直播带货、“一老

一小”、“霸王条款”、“刷单炒信”、“大数

据杀熟”、自动续费、强制搭售等消费痛

点，条例作出了专门的规定。

市场监管总局执法稽查局局长况旭

表示，针对直播带货的特性和突出问题，

条例作出多方面规范。如直播带货必须

说清楚“谁在带货”“带谁的货”，明确平

台、直播间和主播“人人有责”，直播营销

平台经营者应当建立健全消费者权益保

护制度，严格落实身份核验和日常管理

责任，明确消费争议解决机制。

预付式消费种种乱象成为放心消费

的堵点。况旭说，条例首次赋予了消费

者合同解除权，经营者要退的不仅仅是

预付款的余额，还要根据合同履行情况

和违约情况来定。

条例对押金也作了相应的规定，不

得对退还押金设置不合理条件，符合条

件的要及时退还。消费者违约时，经营

者扣除押金应当以实际损失为标准，而

不是简单的“全有全无”。此外，条例为

预付式消费设立了专门罚则，明确由各

有关行政部门进行处罚。对于预收费用

后卷款跑路的，还将依法列入严重违法

失信名单。

“霸王条款”是消费者碰到的常见问

题，如“订单不退不换”“注册视为同意”

“管辖仅限本地”等不公平格式条款。

况旭表示，条例对“霸王条款”予以

了重点关注，如规定经营者不得利用格

式条款不合理地免除或者减轻其责任、

加重消费者的责任或者限制消费者依法

变更或者解除合同、选择诉讼或者仲裁

解决消费争议、选择其他经营者的商品

或者服务等权利。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庭长

陈宜芳介绍，最高人民法院正在就网络

打赏、网络直播营销、在线预定、消费者

个人信息保护等问题开展调研，将通过

适时发布典型案例、制定司法政策等方

式不断加大对消费者权益的司法保护。

经营者落实首问负责
完善争议解决机制

发生消费纠纷怎么办，这是消费者

关心的现实问题。况旭说，条例完善了

消费争议的解决机制。

条例要求经营者落实首问负责，体

现了“谁销售谁负责”“谁服务谁负责”

“谁主管谁维权”的取向。消费者有权直

接找销售者、服务商，有关行政部门受理

投诉后，经营者和消费者同意调解的，应

当依据职责及时调解。

此外，条例还规定了投诉的受理要

件、时限、委托调解、鉴定检测等程序，比

如重大、复杂、涉及众多人的消费争议，

可以纳入政府的抽查检验，“鉴定一次、

解决一片”，这也缓解了消费者经常反映

的鉴定贵、鉴定难的痛点。

况旭表示，消费者和经营者都是市

场的重要参与者，双方都要秉持诚实信

用原则、在法治轨道内开展民事活动。

条例规定，投诉举报应当遵守法律、法规

和有关规定，骗取赔偿、敲诈勒索的要承

担行政责任乃至刑事责任；惩罚性赔偿、

行政处罚制度要准确适用，避免“小错大

赔”“小过重罚”。 （据新华社北京4月
9日电 记者赵文君）

消费者权益保护实施条例7月起实施

聚焦哪些群众关切？

中国人民银行等四部门：
进一步优化重点
文旅场所支付服务

据新华社北京4月9日电（记
者张千千、吴雨）记者4月9日从中

国人民银行获悉，近日，中国人民银

行、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外汇管理局

和国家文物局联合印发《关于进一

步优化重点文旅场所支付服务 提

升支付便利性的通知》，更好满足老

年人、外籍来华人员等群体在文旅

领域多元化的支付服务需求。

通知要求，各地文化和旅游部

门、文物主管部门会同当地中国人

民银行分行加强协调联动，确定重

点文旅场所，明确重点商户，制定工

作方案，从持续完善境内外银行卡

受理环境和现金使用环境、提升移

动支付便利度、加强宣传推广等方

面，做好供需对接和评估督导，共同

提升文旅领域支付便利化水平。

通知明确，三星级及以上旅游

饭店、国家5A级和4A级旅游景

区、国家和省级旅游度假区、国家级

旅游休闲街区要实现境内外银行卡

受理全覆盖。重点文旅场所相关经

营主体应保留人工售票窗口，支持

现金支付，保障消费者支付选择

权。积极推进在外籍来华人员较多

的文旅场所布设外币兑换业务网

点，提升外币兑换服务水平。持续

完善移动支付服务，优化业务流程，

丰富产品功能，提升文旅场所线上、

线下场景移动支付便利化。

新华社北京4月9日电（记者胡喆）
记者从航天科技集团六院获悉，天都二

号通导技术试验卫星冷推系统工作正

常，近日已为卫星绕月提供了高精度轨

道姿态控制，标志着液氨冷气微推进系

统在深空探测领域实现首次成功应用，

同时标志着我国3D打印贮箱首次实现

在轨应用。

天都二号推进分系统由航天科技集

团六院801所研制，推进系统采用一体

化成型3D打印铝合金贮箱，在我国首次

实现在轨应用，该贮箱由801所和800所

共同研制。

801所专家告诉记者，卫星贮箱是卫

星推进系统的重要部件，作为承压构件，

不仅要求成型精度高、无渗漏，而且要求

抗疲劳性能好，可以实现燃料的反复加

注和排出。研制团队以颠覆式技术创新

方案实现贮箱一体化和轻量化设计，先

后攻克了多项关键技术，不仅所有组件

均在贮箱上实现高度集成一体化安装，

贮箱内部也通过3D打印流道实现了各

组件之间的连通，无需导管连接，研制周

期大幅缩短，成本有效降低。

此次任务，推进系统创新性采用一

体化模块设计方案，具有推力精度高、质

量轻、成本低的特点。该种高度集成化

的推进系统设计方案具有广阔的商业航

天市场前景，为后续用于微小卫星批量

生产和组网发射任务奠定了坚实基础。

如果把光学遥感卫星比作太空中

的“千里眼”，那么其中的光学反射

镜就是“角膜”。在位于吉林长春的

长光卫星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便有一

群为“千里眼”配“角膜”的光学加

工科研人员。

光学元件的质量和精度是决定光

学遥感卫星功能指标的重要因素之

一。卫星在太空运行过程中，光学元

件上的“毫厘之差”往往会导致实际

应用中的“千里之失”。

据介绍，为保障其精度和稳定

性，光学元件需经过铣磨、抛光、精

修、镀膜等一系列精细加工工序，并

在加工过程中反复进行各项测试，确

保其质量和成品率，让卫星能够将世

界风光“尽收眼底”。 （据新华社电）

为太空“千里眼”配“角膜”的光学加工团队

科研人员利用智能机器人研抛平台加工光学反射镜（4月3日摄）。新华社记者许畅摄

我国3D打印贮箱首次实现在轨应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