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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同发展看京津冀

进入研讨环节，第一单元主题
为“数字经济模式下的消费者权益
保护”。中国消费者协会投诉部主
任陈剑以《人工智能与消费者权益
保护》为题作专题发言，她指出人工
智能产品消费仍存在产品安全性、
责任承担、缺陷认定和举证责任等
问题，期待未来人工智能法的推进、
强制产品责任的发展以及司法审判
规则的探索。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电子商务
法研究中心主任薛军以《数字时代消
费者保护的新课题》为题作专题发
言，就经营者诱导性提示、直播带货
场景下的冲动消费、大数据杀熟、不
诚信消费行为四大典型问题进行分
析研讨并提出解决方案。

北京工商大学法学院教授、北京
市法学会电子商务法治研究会会长
吕来明以《消费者权益保护中电子商
务平台民事责任主要条款的适用》为
题做专题发言，就《消费者权益保护
法》第44条、《电子商务法》第38条等
具体法律条款的适用问题和平台责
任承担进行探讨。

研讨会第二单元主题为“消费者
权益保护法的新发展”。对外经济贸
易大学教授、消费者保护法中心主任
苏号朋表示，本次研讨会是继2019
年第八届中国消费者保护法论坛后，
时隔五年再次与北京三中院联合举
办的消费者保护领域研讨会，此次联
合天津、河北法院共同举办，进一步
扩大了影响力，期待本次论坛能够形

成丰富的讨论成果。
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韩世远以

《商品房烂尾与消费者保护》为题作
主题发言，围绕商品房买卖合同与贷
款担保合同之间的关系进行探讨，指
出裁判者应当正视实践情况与法律
规定之间的关联关系，适当突破合同
相对性的束缚。

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
教授孙颖以《个人信息合理使用的
“合理性”判定》为题发言，指出目前
立法中存在合理使用情形的相对封
闭、个人信息保护与派生利益存在冲
突的问题，建议合理性判断标准以必
要性原则和狭义比例原则为依据，以
隐私作为评估的关键因素，综合考量
其他重点因素。 （戴幼卿）

本报讯 李凤双 王民 田策 从物流“通道”到
商贸“枢纽”，从产业“承接”到发展“共创”，从单
向“供给”到双向“共享”……京津冀协同发展实
施11年来，素有“京津走廊明珠”美誉的河北廊
坊，深度融入京津冀协同发展大局，在对接京津、
服务京津中加快发展自己，迎来许多新变化。

“通道”渐变“枢纽”。“春节后订单量持续攀
升，日均处理量较去年同期增长25%。”在廊坊市
圆通速递北方总部基地，基地副总经理王义来
说，经过智能化升级，基地的快递日处理能力由
之前的650万件提高到1200万件。

目前，8家国内快递龙头企业在廊坊设立北
方总部或区域总部。2024年，全市快递业务量
达到17.18亿件，其中京津占比48%。

近日，廊坊入选商贸服务型国家物流枢纽
城市。廊坊市邮政管理局局长张惠荣介绍，廊
坊市积极推动快递物流企业深化大数据、云计
算等技术应用，推动行业全链条智能升级，持续
向“新”突破。

疏解商户成功转型的背后是廊坊着力打造
的现代商贸物流产业协同体系在发挥作用。在
这一体系里，物流企业提供仓储配送，金融机构
创新供应链融资，直播平台打通线上市场，合力
将传统批发市场升级为全要素资源配置的现代
商贸平台。

廊坊加快培育壮大快递区域总部、供应链
物流、冷链物流、管道物流、环京津商贸产业集
散中心等五大产业集群，加速从物流通道跃升
为要素整合、价值创造的商贸枢纽。2024年，全
市现代商贸物流产业实现增加值948.8亿元，占
GDP比重24.3%。

“承接”变身“共创”。在北京总部研发核心
技术，在天津制造关键功能部件，在廊坊组装整
机和测试验证，北京精雕科技集团实现了“一台
机床，三地智造”。

廊坊积极推动北京优势政策延伸，大力实
施产业链招商，目前北京大兴国际机场临空经
济区廊坊片区注册企业已突破6000家。

深耕北京、借势机场、联动雄安，廊坊深入
推进京津研发、廊坊孵化转化产业化，正在从产
业链中的“承接”者，转变为深度协同的“共创”
者。2024年，廊坊吸纳京津技术合同467项，合
同成交额144.92亿元。

“供给”转向“共享”。每天天不亮，廊坊市
固安县顺斋瓜菜种植专业合作社的工人们就开
始忙着分拣西红柿、黄瓜、胡萝卜等新采摘下来
的蔬菜。这些蔬菜将在几小时内加工成净菜，
搭乘冷链物流车直供北京商超。

目前，廊坊蔬菜占供京河北净菜总量的
37%。冷链物流、订单农业、品牌共创的深度
融合，既保障了北京餐桌的“绿、快、鲜、活”，
也让廊坊的传统种植业跃升为现代净菜产
业，促进区域协同加速从“单向供给”转向“价
值共享”。

近两年，位于廊坊的“只有红楼梦?戏剧幻
城”受到京津游客热捧。这座以《红楼梦》为
创作灵魂的戏剧公园，通过21场沉浸式演出
和108个情境空间，让不同年代的观众都能找
到情感共鸣。“自2023年开园以来，‘只有红楼
梦?戏剧幻城’已接待百万游客。”戏剧公园负
责人说。

连接廊坊市大厂回族自治县和北京市通州
区的厂通路去年全线正式通车，北京城市副中
心政务服务中心一体化办事大厅在廊坊北三县
实现全覆盖。“通武廊”（北京通州、天津武清、河
北廊坊）推出更多区域通办服务事项，共同打造
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试验示范区。

从净菜供应链上的分工协作到“戏剧幻城”
里的文化共赏，从交通互联互通到公共服务一
体化，由“供给”到“共享”的变革，正在为三地居
民带来越来越多触手可及的获得感。

京津冀协同发展
促廊坊“三变”京津冀司法保障消费环境京津冀司法保障消费环境

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召开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召开
为积极推动促进京津冀协同发展为积极推动促进京津冀协同发展，，为法治化营商环为法治化营商环

境建设和消费环境优化提供坚实司法保障境建设和消费环境优化提供坚实司法保障，，近日近日，，北京北京
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河北河北
省廊坊市中级人民法院省廊坊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消费者保护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消费者保护
法研究中心联合举办京津冀司法保障消费环境学术研法研究中心联合举办京津冀司法保障消费环境学术研
讨会讨会。。本次研讨会以本次研讨会以““数字经济模式下的消费者权益保数字经济模式下的消费者权益保
护护””及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新发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新发展””为主题为主题，，在北京三在北京三
中院召开中院召开。。

消费是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
为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关
于“健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体制机
制”“完善扩大消费长效机制”部署要
求以及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关于“提振
消费”的重点经济工作部署，积极推
动促进京津冀协同发展，为法治化营
商环境建设和消费环境优化提供坚
实司法保障，近日，北京市第三中级
人民法院、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
院、河北省廊坊市中级人民法院、对
外经济贸易大学消费者保护法研究
中心联合举办京津冀司法保障消费
环境学术研讨会。

研讨会上，北京三中院院长薛春
江在致辞中指出，数字经济背景下，
消费模式的创新发展易引发消费者
权益保护问题，消费信心直接关系到

消费环境建设，进而影响经济发展，
司法保护消费者、保障消费环境的使
命愈发凸显。近年来，三中院持续探
索消费纠纷全链条治理机制，服务首
都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希望继续
加强京津冀法院间的沟通交流，推动
更深层次的京津冀司法协同。

天津一中院院长程庆颐在致辞中
指出，本次研讨会以消费者权益保护
为主线，聚焦司法保障消费环境主题，
既是深化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生动实
践，又是强化三地司法协作、以高质量
司法服务保障消费市场健康发展的务
实之举，具有十分重要和积极的作用，
必将推动形成目标同向、措施一体、优
势互补的京津冀司法协同新格局。

河北省廊坊中院院长石鋆在致辞
中指出，愿以本次研讨会为契机，强化

协调联动，全面提升司法便民利民程
度，让群众尽享司法协同带来的益
处。未来，廊坊中院将继续发扬“廊坊
经验”，深化源头综合治理，推动建立
维权联动机制，营造无讼消费环境，也
将与北京、天津法院加强经验互鉴、资
源共享，合作共促，助推京津冀营商环
境法治化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

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学研究
会会长何山在致辞中以食品药品惩
罚性赔偿司法解释为切入点，总结近
年来在该领域内消费者权益保护的
实践情况，指出未来仍需加强打击假
冒伪劣产品的力度，维护消费者权益
和消费环境建设，期待法官在该领域
能够作出更多具有典型意义的裁判，
也期待法院在消费者权益保护领域
贡献更多力量。

在研讨会上，三地法院也通报了
消费纠纷的审理情况。

北京三中院民四庭庭长侯军介
绍，北京三中院审理的消费纠纷案件
整体呈现以下特点：消费纠纷案件数
量上升趋势明显，群众消费需求日益
增长；服务行业纠纷大幅增长，维权
主体趋于年轻化；群体诉讼案件数量
上涨，预付费领域涉众纠纷频发；消
费场景转向平台化，消费模式呈现新

型化。
天津一中院民二庭副庭长姚鹏

介绍，天津一中院受理的消费纠纷中
各类服务合同纠纷案件数量始终较
高；消费者主张惩罚性赔偿的案件数
量有所下降，反映出司法服务保障消
费环境建设成果初显。总体上呈现
出新型消费对象和消费渠道不断变
化、惩罚性赔偿主张角度不断变换的
特点，新类型案件不断出现。

河北省廊坊中院民二庭庭长樊
清维介绍，廊坊中院受理的消费纠纷
案件数量增速较快，类型主要为网络
购物合同纠纷、预付式消费纠纷、食
品安全纠纷、汽车销售及服务纠纷、
其他服务合同纠纷。案件呈现诉讼
标的较小、消费者与平台诉讼能力差
异大、小微企业保护与消费者保护存
在冲突、新业态领域监管存在空白等
特点。

三地法院通报消费纠纷审理情况新类型案件普遍受关注

京津冀举办司法保障消费环境学术研讨会探讨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和消费环境优化

专家学者共话消费者权益保护人工智能产品、大数据杀熟、个人信息保护等受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