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首都食品安全

疫情冲击下，中国消费数
据罕见地出现负增长。中国国
家统计局3月16日发布消息显
示，今年前2个月，社会消费品
零售总额52130亿元，同比下降
20.5%。

老百姓被疫情抑制的消费
动力会怎样释放出来？对此，
接受记者采访的专家表示，随
着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消
费需求会逐渐释放出来，各类
消费环比会大幅上升，但不同
类型的消费必须要有所区分。
消费企稳要依赖更多的政策刺
激，促进消费扩容体制的措施
需要尽快落地。

基础消费：
菜篮子拎起来“轻”了

“菜篮子”是老百姓日常生
活中的“基础消费”。最近一段
时间，这方面的支出情况如
何？记者通过实地走访发现，
果蔬价格有所回落，菜篮子
“轻”了。

上周日(3月 22日)7时不
到，某小区门口的流动菜车准
时到来。流动菜车是政府部门
引进的，由于是北京新发地市
场直供，蔬菜和水果非常新鲜，
深受附近居民的喜爱。在记者
采访过程中，多位买菜的邻居
表示“菜价便宜了，生活负担减
轻了。”

差不多同一时间，家住北
京市朝阳区东五环外的褚桦
(化名)，出门前往5公里外的北
京八里桥农产品中心批发市
场，采购未来一周家里的食
物。“蔬菜的种类和数量比前两

周明显增多了，价格也有所回
落。”褚桦说。

消费者们的感受，都能从
商务部、农业农村部3月20日
各自公布的数据中得到印证。

据商务部监测，3月19日，
全国百家大型农副产品批发市
场 30种蔬菜批发均价下降
12.5%。具体到北京，新发地蔬
菜上市量增加2.8%，平均批发
价格下降12.2%。

农业农村部公布的数据显
示，3月20日“农产品批发价格
200指数”为127.46，比前一天
下降0.33个点，“菜篮子”产品
批发价格200指数为131.56，比
前一天下降0.37个点。

菜价降幅明显，原因何
在？业内人士称，主要是季节
性下降。近期北方产区冷棚生
产的蔬菜上市量逐渐加大，成
本低于暖棚蔬菜，价格在继续
下降。此外，餐饮企业从批发
市场采购的数量明显不足，在
蔬菜供应恢复以后，需求没有
及时跟进，使得蔬菜供应总体
上表现充足，部分蔬菜供大于
求，对价格下行产生一定的拉
动作用。

“后期来看，随着国家和地
方出台的一系列政策措施逐步
落地见效，生产生活秩序加快
恢复，加之天气转暖，鲜活农产
品上市量增加，生活必需品供
应将更加充裕，价格有望进一
步回落。”商务部表示。

小区门口流动菜车的摊主
告诉记者，菜车所卖的蔬菜和
水果都是公司统一定价的，就
是希望用较低的价格为老百姓
的生活提供保障。

国家发改委新闻发言人孟
玮表示，3月份以来，全国以及
湖北省和武汉市粮油价格运行
平稳，猪肉、蔬菜价格有所下降，
随着交通运输和物流配送“最后
一公里”打通，重要生活物资价
格有望保持平稳运行态势。

品质消费：
提升空间大

因为疫情，“宅经济”大放
光彩，间接带动了诸多商品的
销售，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国际
贸易研究部主任赵萍认为，为
了改善生活品质，无论是品质
商品、品质服务都会比之前更
受欢迎，未来品质消费将会成
为消费升级的重要方向。

值得关注的是，在国家发

改委等23个部门日前联合发布
的《关于促进消费扩容提质加
快形成强大国内市场的实施意
见》中，明确提出“开展质量分
级试点，倡导优质优价，促进品
牌消费、品质消费”。

“中国长期向好的经济基
本面和内在向上的趋势没有改
变，居民收入水平会随之增加，
消费将持续成为拉动经济增长
的主引擎。”财信证券首席经济
学家伍超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
表示。

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首
席研究员唐建伟对记者表示，
为了弥补消费受到的损失，促
进消费扩容提质的措施需要尽
快落地，一方面在短期尽快稳
定消费增长，另一方面从中长
期推动消费提质升级。

那么，具体该怎么做？中
信建投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张岸
元对记者表示，要促进消费最
根本的源头是增加居民可支配
收入，有两个渠道，第一是经济
增长，创造财富。第二是通过
财税政策，通过特殊的政策安
排，比如，个人所得税的税基处
理、汽车的购置税、房贷的特殊
抵扣安排等。

唐建伟给出的答案是，最
直接有效的办法就是提供减税
优惠和财政补贴，并落实好降
低日用消费品进口关税的措
施，减轻与消费紧密相关的服
务和生产行业的税费负担，尽
快促进消费扩张和生产恢复。

他同时表示，疫情重点冲
击用户聚集型的线下服务业，
如交通运输、旅游、餐饮、线下
教育等。带来与之替代性较强
的线上经济发展，如电商、新媒
体、网络直播、线上教育等，这
些行业涌现出更多的消费需
求，成为消费升级的重要方向。

伍超明认为，为更好地发挥
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引擎作用，
当下最重要的是释放消费潜力：
一是财政政策更加积极有为，通
过补贴等措施提高居民消费能
力；二是抓住消费回补的重要时
间窗口，各地方政府给居民创造
更多消费机会，鼓励企业适当加
大让利幅度，刺激支持居民消
费；三是减轻居民负担，其中房
贷是居民部门最大负债项，稳定
房地产市场，减弱“虹吸效应”，
对恢复居民消费潜能也至关重
要；四是鼓励居民适度增加信
贷，通过低成本借贷提高个人和
家庭消费水平。 （证券日报）

菜篮子“轻”了！被抑制的消费需求正在逐步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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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警示

声称“驼奶对疾病有治疗作用”，不
论是实体广告还是互联网广告均违反
《广告法》。提醒消费者，看到有关“治
疗”的宣传语不要轻信，谨慎核实。

案例1

“永康地方生活”微信公众号未经核
实发布驼奶广告,宣传其具有“治疗作
用”，被罚10000元。

3月23日，据浙江省金华市永康市
场监管局通报，该局近日接到举报称，永
康市金蛋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存在发布虚
假广告的行为。

经查明，该公司在未查验对方资质
及有关证明文件的情况下，于2019年8
月20日、8月28日，在其公司微信公众号
“永康地方生活”上分别发布两篇标题为
《她40岁得大病却活到106岁！探寻长
寿的秘密，其实一点也不复杂！！》和《别
再喝牛奶啦！每天喝杯它，女人80岁不

长斑！老人三高绕着走》的文章，并收取
广告费共计4000元。

两文章中宣称喝驼奶可以“提高免
疫力”，“每天喝驼奶，肝肾年轻”，驼乳
（奶）对人的“糖尿病、三高”、“肠胃疾
病”、“体质差、失眠”、“肾虚、精力差”、
“肝毒、脸上长斑”、“肺部感染气管炎”等
疾病具有治疗功效。

处理结果

《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十七条
规定，“除医疗、药品、医疗器械广告外，禁
止其他任何广告涉及疾病治疗功能，并不
得使用医疗用语或者易使推销的商品与
药品、医疗器械相混淆的用语。”

第三十四条规定，“广告经营者、广
告发布者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建立、
健全广告业务的承接登记、审核、档案管
理制度。广告经营者、广告发布者依据
法律、行政法规查验有关证明文件，核对

广告内容。对内容不符或者证明文件不
全的广告，广告经营者不得提供设计、制
作、代理服务，广告发布者不得发布。”

当事人在其公司微信公众号发布
食品广告直接或者间接地宣传治疗作
用，借助宣传某些成份的作用明示或者
暗示该食品的治疗作用，违反了上述法
律规定，属发布涉及疾病治疗功能的广
告及未建立、健全广告业务管理制度的
行为。

永康市场监管局依法对当事人作
出停止发布违法广告、并罚没10000元
的行政处罚。

案例2

深圳健寿驼奶店因虚假广告宣传被
判“退一赔三”。

记者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也看到一则
与驼奶虚假宣传有关的判决书。2017年8
月，消费者刘某在广东省深圳市健寿驼奶

店处购买两罐旺源驼初乳，共计1998元。
健寿驼奶店在店内墙面宣传牌、宣

传彩页、书籍、电视等进行广告宣传，其
中宣传有“驼乳是天然的高营养功能性
食品，可以加速代谢和排除肾脏毒素”
“骆驼乳对??、??等有治疗作用”“调
节身体技能，补充均衡营养，防止疾病发
生”“可补中益气、促进发育、强筋壮骨、
激活强化人体免疫系统，是有效增强抵
抗力的理想食品”“CCTV央视力荐品
牌”等内容。

后刘某以健寿驼奶店使用的广告
语违反了《广告法》有关规定，构成食品
广告涉及疾病治疗功能，使用医疗用语
或者易与药品相混淆的用语，发布虚假
食品广告的违法行为为由，向法院起诉
索赔“退一赔三”。

一审及二审法院均判决支持了刘
某的主张，判令健寿驼奶店退还货款
1998元，并支付三倍赔偿金5994元。

（辑）

喝驼奶能治病？欺诈消费者，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