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八日

网络购物走进千家万户，点点鼠标
就可以买到自己想要的东西，而另一方
面，商品和描述不符、假冒伪劣等现象也
层出不穷，网店被戏称为“假货集散地”，
暴露出诸多问题，“电商”也成为本次两
会上的热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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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论观点：
电商平台也应推行“首问负责制”

在全国政协委员张近东的眼中，电子商

务发展有点“不健康”，网购平台上“造假”、

“卖假”层出不穷，并且呈现出蔓延的态势。

“行业内应该推行电商平台首问负责机

制，可以屏蔽假冒伪劣商品。”张近东解释，

当商品出现质量问题时，电商平台必须先行

赔付，事后再去追溯商户的责任，而且电商

平台应当保全交易数据证据，不能以平台模

式不参与商品销售而推卸责任，“平台企业

应建立起前置约束机制，约束和控制售假贩

私行为。”

张近东认为，全面推进网络购物平台首

问负责机制，就可以在制度层面促进网络购

物平台企业在事前、事中、事后全过程防范

假冒伪劣，杜绝网络不法经营行为。

建议之声：
可设立网上消费者维权机构

目前，电子商务管理涉及商务部、工信

部、国家工商总局、质检总局等约20个部

门，多头管理让电商的监管也出现真空。

“电商业快速发展，政府的技术手段、认

识水平和监管力度都显得滞后，应建立电子

商务商户工商注册登记备案制度，提高网络

交易商户准入门槛，改变目前网络交易市场

鱼目混杂的情况。”韩玉臣介绍，可以采取一

系列措施规范电子签名、身份认证等电子支

付行为，使电子商务有法可依、有章可循。

韩玉臣认为，电商企业数量大、跨地区

经营，从事的是线上交易，而工商、质监等部

门主要以线下管理为主，稽查难度较大。

“可以设立第三方网络交易平台监管系

统，对网上执法行为进行监管。”韩玉臣建

议，消费者维权也可以延伸到网上，专门设

立一个网上消费者的维权机构。

翟志海说，对于电商企业，可学学国外

的做法进行征税，“所有卖家应取得合法经

营手续，并统一全国电商税率，这样既能找

到假冒伪劣商品的藏身地点，也能防范网络

诈骗行为。”

网络购物遭遇“成长的烦恼”，代表、委员建议

电商平台也应推行“首问负责制”

全国人大代表、邯郸阳光百货集团总经理韩玉臣
全国人大代表、精英集团董事长兼总裁翟志海
全国政协委员、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教授贺强
全国政协委员张近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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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是三八妇女节，由电商发

起的促销活动在网上打得火热，春

装、化妆品、电子产品让人目不暇

接，“她经济”成为消费淡季电商继

“双11”后开辟的又一个战场。

一方面，网购快速发展，让消

费者足不出户就能买到东西，可另

一方面，由于网购的特殊性质，网

上商品鱼龙混杂，网上维权难以进

行，在网购过程中，一些买家的利

益受到侵害却投诉无门。

商务部发布的信息显示，

2014年国内消费市场全年实现社

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6.2 万亿元，

其中电子商务交易额(包括B2B和

网络零售)约13万亿元，这意味着

网购已经成为一种常态，网购市场

正呈指数级别的增长。

据中国质量万里行投诉部数

据统计，2014年中国质量万里行

收到来自全国各地消费者关于网

络服务方面的投诉共计 58605

例，其中，网络购物投诉占比最

大，高达80%，为46882件。投诉

热点包括商品和描述不符，商品

质量差，虚假促销、买到假冒商品

等等。

网络零售为主的电子商务高

歌猛进，但诚信危机、监管缺失等

质疑声音也不绝于耳，很多人都曾

建议要加强电子商务的整顿规范。

“开网店门槛低，没有法人主

体等要求，尤其是一些由个人经营

的网店，因为没有营业执照，征税

长期处于真空状态。”全国人大代

表、邯郸阳光百货集团总经理韩玉

臣解释，网店的账目、信息等都不

能被税务机关掌握，所以造成了税

收流失。

全国人大代表、精英集团董事

长兼总裁翟志海认为，有些电商为

了吸引更多的买家而进行虚假交

易，或者刷好评等，对消费者和制

造企业都是严重误导，“有些人甚

至打着低价促销的幌子，以假乱

真、以次充好。”

除了普通商品，互联网金融也

成了近几年的热词，搭乘着金融改

革的顺风车，却不断传出跑路、违

规、叫停等负面信息。

“行业监管一般分为行政监管

和市场监管，我国目前的金融监管

体制是以行政监管为主、市场监管

为辅。”全国政协委员、中央财经大

学金融学院教授贺强认为，近年来

互联网金融发展迅速，这样的金融

监管机制已经无法满足行业发展

的需求，应加强市场监管，释放市

场活力。

因为“风险高”，很多金融业务

被叫停。贺强觉得，在以往的金融

监管中，“风险”似乎是监管机构评

价金融产品和服务的唯一参考，但

现在，金融监管应该有理有据，“理

是法律法规，据是科学量化的评价

依据。”

话题分析：
目前的金融监管体制无法满足行业发展需求

谈论背景：
关于网络服务的投诉，网购占了八成

市场星报、安徽财经网特派记者 祝亮 沈娟娟 俞宝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