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
员会近日披露了该机构携手上
海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历时
数月所做的《老年保健品消费
调查报告》，调查报告显示，近
七成老年人一年内购买过保健
品，近四成子女认为父母有过
非理性消费保健品行为，但老
年人的实际消费超出子女的估
计。同时，老年人非理性消费
保健品的比例与其年龄、健康
状况、子女关系相关。

老年人非理性消费保健品
导致的财产损失和家庭矛盾，媒
体有诸多报道，舆论也反复进行
了引导。一个消费问题升级为
社会问题，之所以迟迟未能得到
解决的原因，在于未能找到问题
根源：一直以来，针对老年群体
非理性消费保健品的行为，问题
指向都偏向于市场因素，侧重于
对虚假宣传和洗脑式营销的打
击，却相对忽视了老年人非理性
消费的情感需求。

在各类保健品的宣传中有
诸多煽情文案，比如“拥有再多
的财富，都不如有一个好的身
体”“儿子再孝顺，都不如保健
品对个人带来的好处多”等
等。在宣传保健品时，很多宣
传人员还会偷换概念，把孩子
是否让老人购买保健品或给予
经费支持当做“检验孩子是否
孝顺”的标准。老年人对于自
身健康的关注以及担心因出健
康问题而无人料理的焦虑，就

容易被商家的噱头所吸引。
另外，儿女“常回家看看”的情
感慰藉过少，长期的情感饥渴
让老人们选择保健品作为一种
替代。

基于健康焦虑和情感替代
的双重需求，让众多老年人成了
保健品最忠实的消费者。《老年
保健品消费调查报告》的调查结
果也印证了上述论断：老年人非
理性消费保健品的行为，依然是
他们稀释和消化现代老龄化社
会痛苦的特有方式。

有鉴于此，打击虚假宣传，
倡导理性消费，从供需两端双
向发力，应是解决问题的治标
之法。而治本之策，则是要正
视并回答“如何关爱老人”和

“解决老龄化痛苦”的问题，除
了儿女们多行孝道，让父母们
感受到家庭的温暖之外，政府
相关部门、民间机构和社区组
织还应加大关爱和扶助老人的
力度，主动关注老年人的心理
和情感需求，缓解他们的空巢
烦恼，由此引导他们回归理
性。不改变老年群体时下的情
感饥渴，不解决他们的心理与
情感需求，保健品依赖症就始
终难以得到解决。

总之，反思家庭责任缺失
和社会机制缺陷，真正认清老
年人非理性消费保健品的问题
实质，并采取针对性措施，才能
正本清源，最终实现“如何养
老”的破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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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
三十次会议11月4日表决通过
了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标
准化法》（以下简称《标准化
法》）。新《标准化法》的颁布，
是贯彻全面依法治国方略、顺应
标准化工作新形势的必然要求，
是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标准
化工作重大决策部署的重要举
措，必将推动我国标准化工作迈
入新境界。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
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
视标准化工作。习近平总书记
强调，加强标准化工作，实施标
准化战略，是一项重要和紧迫
的任务，对经济社会发展具有
长远的意义。他还指出，标准
决定质量，有什么样的标准就
有什么样的质量，只有高标准
才有高质量。谁制定标准，谁
就拥有话语权；谁掌握标准，谁
就占据制高点。这些重要论述
是做好新时期标准化工作的根
本遵循，也是修订完善《标准化

法》的方向指引。
新修订的《标准化法》更加

凸显了标准化工作在经济社会
发展中的战略性地位。标准是
经济社会活动的技术依据，标准
化关系国民经济和社会生活的
方方面面。从1988年开始施行
的《标准化法》所确立的标准侧
重工业领域，范围过窄，越来越
不利于我国经济提质增效升
级。新修订的《标准化法》明确
了“农业、工业、服务业以及社
会事业等各领域需要统一的技
术要求，都应当制定标准，用以
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
需要”，这从涵盖范围的广度上
体现了标准化的战略性。标准
化工作不仅涉及面广，还具有跨
部门、跨领域的特点，标准化建
设必须从国家层面进行统筹协
调和决策。新修订的《标准化
法》明确，国务院建立标准化协
调机制，统筹推进标准化重大改
革，研究标准化重大政策，对跨
部门跨领域、存在重大争议标准

的制定和实施进行协调，这从管
理实施的深度上体现了标准化
的战略性。

新修订的《标准化法》突出
标准作为国家质量基础的重要
性，强调以标准促进经济社会高
质量发展。党的十九大报告明
确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
新时代，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已由
过去高速度增长转入高质量发
展阶段。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的重要标志之一，就是依靠高标
准、体现高标准。标准是国际公
认的国家质量基础设施，在推动
供给质量提升、促进经济高质量
发展中，标准化的支撑和引领作
用将会日益凸显。

《标准化法》第一条就开宗
明义，提出加强标准化工作，提
升产品和服务质量，提高经济
社会发展水平。在标准制定原
则上，要求有利于提高经济效
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做到
技术上先进、经济上合理；在标
准的实施上，进一步规定不符

合强制性标准的产品、服务，不
得生产、销售、进口或者提供；
鼓励制定和实施高于强制性标
准、推荐性标准的团体标准、企
业标准。同时，要求推动全社
会运用标准化方式组织生产、
经营、管理和服务，发挥标准化
对促进转型升级、引领创新驱
动的支持作用。

新修订的《标准化法》适应
开放发展的新要求，更加重视
标准化在参与国际交往和竞争
中的关键作用。标准是国际经
济科技竞争的“制高点”，是企
业、产业、装备走出去的“先手
棋”。既要着力提高中国标准
水平，增强中国标准硬实力，又
要全面谋划和参与国际标准化
战略、政策和规则的制定，提高
我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制度
性话语权。新的《标准化法》首
次提出，国家积极推动参与国
际标准化活动，开展标准化对
外合作与交流，参与制定国际
标准。拓宽标准国际视野，使

标准化工作与国际深度融合，
可以更好地促进中国标准与国
际标准之间的“软连通”，助力
中国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过
去我国更多强调采用国际标
准，现在既要结合中国国情来
采用国际标准，还要推动中国
标准向国际标准转化。

新修订的《标准化法》将于
2018年1月1日开始实施。贯
彻落实好《标准化法》，是当前
和今后一个时期标准化工作的
重要任务。我们要把思想和行
动统一到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标
准化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上来，
把《标准化法》的宣传贯彻工作
与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相
结合，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加快
标准化工作改革，发挥标准在
质量提升、创新发展、“一带一
路”建设等国家重大发展规划
和战略中的重要作用，不断推进
我国标准化工作向新的更高境
界迈进。 （质量新闻网）

□ 堂吉伟德

电商监管不能止步于公布“黑名单” 采取针对性措施
疏解保健品依赖症□ 李保金

推动标准化工作迈入新境界

据报道，国家发改委近日
专门召开“双11”电子商务领
域信用建设工作会议，并发布
首批500家电子商务“黑名单”
企业。名单一经公布，便引发
网民热议。对于相关部门对电
商信用问题的重视、电商乱象
的监管，网民纷纷表示支持，认
为此举有利于净化网购空间。
也有网民建议，后续的惩罚措
施也要跟上，强化责任主体，严
惩违规商家，切实维护消费者
的权益。

对于公布电子商务企业
“黑名单”，网民纷纷叫好。网
民“秋实”表示，电子商务不是
法外之地，常态化监管是消费
者的期盼。

此次发布的“黑名单”包
括了企业名称、工商注册号、
组织机构代码、统一信用代

码、失信领域等信息。有网民
认为，消费者想要了解和掌握
的内容，未必能从榜单上获
取。换句话说，“黑名单”对消
费者的指导作用并不明显，对
无良电商或不足以构成强大
的威慑力。

有网民认为，相关主管部
门应该进一步细化“黑名单”商
家的经营范畴、所属平台等信
息，并对商家进行失信标注，以
避免消费者再次上当受骗。

近期，新修订的反不正当
竞争法经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
通过，明年1月1日起施行。反
不正当竞争法规定，除了经营
者对产品的虚假宣传，帮助他
人进行刷单、炒信、删除差评、
虚构交易等行为，也将受到严
厉查处，“网络水军”等不法经
营者将受到严厉处罚。

不少网民认为，电商乱象
监管不能仅仅以公布“黑名单”
收场，后续的惩罚措施应跟上，
除了新修订的反不正当竞争法
规定的内容，对于其他一些欺
诈行为，也要对不良商家进行
严惩，维护消费者的权益。

网民“奔跑吧青春”认为，
应严厉打击虚假电商以次充
好、诱导宣传等行为。网民“乡
巴佬”表示，对于不良电商，应
立即关停，并进行法律或行政
上的处罚，永远不许其再从事、
参与、涉及类似商业服务。

网民“开心”建议主管部门
加大对电商的管理力度，杜绝
坑害消费者的事件发生，促使
电子商务健康有序发展。此
外，有网民认为，应该明确电商
平台是产品质量的第一责任
人，在打假中要充当急先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