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808

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数字经济正成为实现经济复苏、有效推动经济社会高质

量发展的新动能和新引擎。据工信部统计，2017年到2021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

从27万亿元增长到了超过45万亿元，数字经济在整个国内生产总值（GDP）中的

比重已经从33%提升至39.8%。

数字经济催生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给当代青年的生活和观念带来巨大变

化。不少青年人借助数字经济创造新的解决方案，闯出一片新天地，勇当时代“弄

潮儿”，并不断推动着社会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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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假促销成消费痛点

蹲守“购物节”促销活动、查看商
品折扣规则、为凑齐“满300减30”之类
的满减优惠凑单……随着网上购物逐
渐普及，关注并研究电商购物平台的
促销活动已成为许多网购消费者的实
用生活小技巧。

国家统计局近日公布的数据显示，
今年上半年全国网上零售额 6.3 万亿
元，同比增长 3.1%。其中，实物商品网
上零售额 5.45 万亿元，增长 5.6%，占社
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为 25.9%，较
去年同期提升2.2个百分点。中国网络
零售市场保持稳步增长，成为促进国内
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

随着电商平台快速发展，花样繁多
的网络促销活动层出不穷，网上购物的
新型价格欺诈现象也随之出现。借助

电商平台的便捷操作和网络销售特性，
部分商家通过先提价再打折、促销期间
涨价、活动结束就降价、虚构原价、虚构
优惠折价等方式，炮制“跳水价”等虚假
促销信息。

根据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的《2022
年“6·18”消费维权舆情分析报告》，今
年“6·18”促销活动期间消费负面信息
主要集中在产品质量、价格促销和直播
带货等方面。其中，有关价格类负面信
息约29.6万条，关注点集中在先涨价后
打折的虚假促销行为。众多消费者反
映部分品牌产品在活动中先涨价后降
价，实际成交额与原价几乎无差，甚至
有产品叠加折扣后比原价还贵。华而
不实的电商促销活动已是不少消费者
的痛点。

新规为网购保驾护航

针对网络交易的新特点和消费者
网上购物的新需求，《明码标价和禁止
价格欺诈规定》（以下简称《规定》） 就
明码标价和价格欺诈制定了更具针对
性的相关规定，更加贴合当前电子商
务的实际交易状况。

《规定》第二十条规定，网络交易
经营者不得实施下列行为：在首页或
者其他显著位置标示的商品或者服务
价格低于在详情页面标示的价格；公
布的促销活动范围、规则与实际促销
活动范围、规则不一致；其他虚假或
者使人误解的价格标示和价格促销行
为。网络交易平台经营者不得利用技
术手段等强制平台内经营者进行虚假

的或者使人误解的价格标示。
“网络促销活动中先涨价后打折

等‘套路’，侵害了消费者知情权、选
择权、公平交易权，消费者有权撤销
合同。而如果确实构成欺诈，消费者
可以要求返还一倍价款以及赔偿三倍
价款。”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刘俊
海认为，此次 《规定》 有利于保障消
费者相关权益，优化企业之间公平竞
争的商业生态环境，打造消费者友好
型的市场生态环境，促进经济高质量
发展。

业内人士认为，对于电商平台而
言，自觉完善价格监管的相应操作，规
范平台商家的价格策略，既有利于维护
消费者利益，也有利于平台提升用户的
忠诚度和信任度。对于商家而言，“价
格战”从来不是市场营销战略的上策。
提高产品技术含量、降低成本，提升产
品质量和服务水平，才是提升消费者满
意度和品牌价值的正道。商家如果只
想在降价方面走一些“歪门邪道”，不仅
无益于提升自身产品综合竞争力，更会
对市场环境造成破坏。

电商平台应完善价格监管

随着价格监管的完善，不少电商平
台上架价格保护功能，用户可点击“一
键价保”来申请价格保护，在保价期内，
商品降价即可退差价。保价服务的推
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防止商家恶意标
价，刺激消费者的购买欲，增加成交量，
避免消费者集中下单带来的经营、物流
压力。但目前，保价不顺畅影响了不少

消费者的购物体验。
“商家以活动结束、商品下架等各

种理由拒绝保价”“客服已经同意保价
但是迟迟不退款，再次联系客服，又变
了说法”“提起保价申请后，商家以使
用过平台优惠券不参与保价为由拒绝
退差价”……保价服务在落地执行中遭
遇了种种限制，不少网友吐槽“保价”
之艰难。

2021年7月，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
局发布《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
（修订征求意见稿）》，新增“针对新业态
中的价格违法行为”的相关处罚规定，
对电商平台杀熟、低价倾销、独占市场
等违法行为重拳出击。国家相关部门
曾在“6·18”“双 11”等网络促销活动期
间发文，禁止采取“先提价后打折”、虚
构原价、不履行价格承诺等违法方式开
展促销。此次新发布的《规定》针对各
种新型价格标示和价格欺诈行为进行
相应的价格监管执法调整，进一步满足
当前执法实践需求。

专家指出，在遏制价格违法行为
方面，市场监管应当重点对相应的关
键责任主体、关键行为与关键节点进
行有针对性的强化管制。一是加强对
经营者主体在信息披露方面的管制，
更好地消除信息不对称、不充分问
题。二是加强对电商平台、信息披露
平台等的规制，促使平台主体权责对
等，防止其利用自身优势进行不公平
竞争。三是监管部门应优化监管方
式，如利用平台信息汇集功能，更迅
捷收集消费者反馈与监管意见等，加
强监管理念、思路、手段、方法的更
新与改进。

“感谢中国同行给我提供学习机会，现
在我也是一名电商达人了。”马来西亚数字
乡村项目 Parcel365 的创始人艾迪·莫克 5 年
前创办了一家提供快递柜服务的企业。但
是，由于许多农村基础设施落后，他的企业
运营效率不佳。

3年前，艾迪·莫克获得了一个免费到中
国接受电商培训的机会，他和其他学员一起
到中国的“淘宝村”学习。学成归国后，艾迪·
莫克将原先功能单一的快递柜升级为可以快
递取件、物流跟踪、统计分析业务数据的智能
快递柜，并在农村地区培训合伙人。而今，当

地农村成为一个个“淘宝村”，小卖部店主帮
助村民网购、寄件、收件，成了艾迪·莫克的合
作伙伴。

随着数字经济在促进世界经济发展中
发挥重要作用，加强青年合作，共建全球
信任网络，成为迈向数字文明的必然选
择。“下一步，我们愿与各方一道，坚持互
学互鉴，深入开展产业数字化政策与实践
经验分享，释放数字化对经济发展的放

大、叠加、倍增作用。”工信部总经济师许
科敏表示，中国将坚持共建共享，发挥世
界各国间的协同效应和互补优势，推动数
字技术、标准、产品在全球范围内广泛顺
畅流通。

天津财经大学教授丛屹认为，年轻人在
参与数字经济国际合作过程中，应积极结合
中国的发展建设，提高自身本领。比如年轻
人在“走出去”的过程中，会遇到各国不同
的数字经济政策和规则，青年一代要认真学
习国际规则，更好地在国际化过程中发挥自
身优势。

抢抓网络机遇，推动社会进步

数字经济为创业青年搭台数字经济为创业青年搭台
本报记者 彭训文

“我的命运是被手机改变的”

“能有今天的生活，我很感谢短视
频。”25岁的藏族女孩格绒卓姆，在网
络上是一名拥有几百万粉丝的短视频
博主。她的家乡位于四川省甘孜州稻
城县，由于交通不便和地理条件等因
素，这里的人们以务农、采摘山货、放
牧为生。格绒卓姆读书不多，从小和
父母一起做农活。

5年前，格绒卓姆偶然间将拍摄的
挖虫草视频传到网络上，引发网友关
注。后来，她用手机记录生活的点点滴
滴：晒松茸、采菌子、唱山歌、用雪水煮
茶……这些反映农村生活风貌的视频
很快吸引了大量粉丝。2019年，她与当
地村民成立合作社，销售虫草、松茸等
山货，带领村民一起致富。“我的命运
是被手机改变的，手机、互联网让我迈
入更加广阔的天地。”格绒卓姆说。

“互联网+”、网络协同制造、在线
办公、电子商务、数字文娱、互联网营

销、网约配送……随着数字经济发展，
新的从业模式和职业岗位不断涌现，
数字化新职业成为很多年轻人的新选
择。记者了解到，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部发布的 4 批 56 个新职业中，与数字
经济相关的新职业超过20个。《中国青
年报》近日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
75.1%的受访青年愿意在数字经济领
域就业或创业。

“数字化新职业不仅是青年实现
梦想的舞台，更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
要组成部分和驱动力。”清华大学国
情研究院研究助理刘东浩认为，相比
传统的职业，数字经济下的新职业更
具有多样性、趣味性、灵活性、科技
性，数字化、智能化、网络化的特征更
加突出。

上图：在贵州省榕江县计划乡加
宜村某民宿工作的王仙桃除了负责民
宿的日常运营管理之外，还利用闲暇
时间拍摄短视频，宣传家乡的旅游业。
图为王仙桃（右）在录制短视频。

新华社记者 欧东衢摄

如今，在一些医院、商场门口总能看到
一种能够消杀和检测体温的机器人。这些机
器人极大提高了体温检测效率，也降低了人
们因近距离接触所带来的风险。

这些机器人的创造者是一个年轻团队。
“移动机器人平台一直都是我们的专长。防
疫期间，我和同事都在想能用机器人做点
啥？”优艾智合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创始
人兼海外事业部总监齐芸芝说，经过一番“头
脑风暴”，大家决定制造一款白天检测行人体
温、晚上执行消杀的抗疫机器人。

3天设计、2天模拟、7天制造、22天测
试……经过近1个月研发、测试，他们将第
一台机器人捐献给武汉一家医院试用。“当
听到电话里反馈非常有效时，我们兴奋极
了。”齐芸芝说，那一刻，大家真正体会到数
字技术的重要意义。随后，他们收到世界各
地数百封求助电子邮件，赶制的数百台机器
人在数十个国家参与抗疫。

随着新基建加速、互联网迭代升级，青
年正在成为促进数字经济发展、推动社会
进步的生力军。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副主
席傅振邦在近日举行的世界青年发展论坛
数字经济主题论坛上指出，中国始终重视
发挥青年对数字经济的促进作用。在信息
技术、科技应用等以数字技术为基础、以创

新为核心竞争力的行业中，青年占比均超
过一半。

有业内人士指出：“在解决就业、减贫、缩
短数字鸿沟、赋能企业数字化转型等方面，数
字技术已展现极大潜力，中国需要更多青年
投入数字经济。”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云计算与大数据研
究所副总工程师王蕴韬认为，今天的青年
一代可以利用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
链、云计算等数字技术，将数据程序转化
为现实服务，以数字技术赋能各个产业，
推动社会进步。

下图：空气环境自动消毒机器人在安徽
合肥南站通过自动识别路径进行喷洒消毒。

新华社记者 周 牧摄

在江西省新余市高新区康展教育智能制造专业部机器人实训车间，老师指导学生进行智能数控操作。
赵春亮摄（人民图片）

在江西省新余市高新区康展教育智能制造专业部机器人实训车间，老师指导学生进行智能数控操作。
赵春亮摄（人民图片）

明码标价，让网购更放心
本报记者 高 乔

在电商平台购物，似乎总

能赶上些“节日”——电商购

物节、夏日游泳节、“88”狂欢

节……各种名目的购物节接

连不断，促销活动和打折价格

往往让消费者“手痒”。然而，

网络交易的虚假报价甚至价

格欺诈现象也时有发生。国家

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的《明

码标价和禁止价格欺诈规定》

近日正式实施，提出经营者通

过网络等方式销售商品或者

提供服务的，应当通过网络页

面，以文字、图像等方式进行

明码标价。网络交易纳入标价

市场监管，消费者网上购物有

了更多政策法规层面的保护。

科技大篷车进村啦
近日，浙江省台州市科协的科技大篷车开进路桥区蓬

街镇五联村，科技志愿者通过操作机器人、科学小实验、
航模制作等趣味活动，为小朋友们送上一份“科技大餐”。

图为在台州市路桥区蓬街镇五联村，小朋友正观看科
技志愿者操作的机器人表演。 蒋友青摄（人民图片）

促进数字经济发展的生力军

提高参与国际合作的本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