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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 11”、“双 12”，在促销的刺激

下，年末的这两个月显得格外热闹。“双

12”———年底前的最后一个购物“节”，

为了再冲一把业绩，不少网站平台打出

了比“双 11”更划算的口号，各种促销手

段再次来袭。而真的会更划算吗？记者

对 11 月下旬中消协曝光的 15 款“双

11”价格藏猫腻商品进行了再次比价，

结果发现当当、京东、淘宝、贝贝、亚马

逊等平台被曝光的商品“双 12”仍然不

便宜，和“双 11”不相上下，比较之下，反

倒是平时的销售价格更加优惠。

“双 11”曝光商品
七成仍高于“平时价”
11 月 29 日，中消协发布了 2017

年“双 11”网络购物商品价格跟踪调查

体验报告。报告显示，体验员一个月(10

月 21 日到 11 月 21 日)跟踪 16 家电商

平台的 539 件非预售商品价格后发现

78.1%的商品“没便宜”。其中，先涨价后

降价、不降价反提价问题突出，天猫、淘

宝、京东、当当等知名电商被中消协点

名。中消协表示，这一比例与 2016年同

期相比有所增加。

在报告中，中消协分先涨价后降

价、不降价反提价两大类问题总共曝光

了 18 款、9 家平台价格存在猫腻的商

品。这 9家平台分别是当当网、京东网、

淘宝网、贝贝网、国美网、网易考拉、亚

马逊、苏宁易购和我买网。

近日，记者分别对这 18 款商品的

“双 12”价格再次进行了比较，其中有效

比较为 15 款商品(一款售罄，两款商品

变更，无法进行比较)，结果发现 11 款商

品的“双 12”价格比“平时价”高，占比超

过七成。

部分“双 12”商品
价格高出“平时价”一倍多
记者探访时发现，部分平台商品的

“双 12”价格甚至比“平时价”高出一倍

多。如亚马逊平台某款标称为“大嘴猴”

品牌针织衫，体验员发现“双 11”前价格

为 53.1 元(不含运费)，“双 11”期间价格

涨至 109元(满 99 元免运费)，增加了一

倍还多，在曝光类商品中，这款商品的

涨幅也是最大的。日前，记者登录亚马

逊平台后再次找到了这款商品，其“双

12”价格为 102 元，可有三种满赠优惠，

减免后的价格仍然高于“双 11”前的价

格。

还有网易考拉上某款标称为“美

旅”品牌拉杆箱，体验员 10 月 22 日记

录的价格为 359 元，11 月 11 日价格涨

至 649 元，12 月 12 日北青报记者查询

的价格则为 669 元，高出“双 11”20 元，

高出“平时价”310元。

当当网平台某款标称为“当当优

品”品牌夏凉被，体验员 10 月 29 日记

录的折算价格为 69元 (标价 119 元，满

50 元减 50 元)，11 月 1 日价格为 89 元

(标价 139 元，满 100 元减 50 元)，“双

11”期间价格上调为 149 元，不降反升。

“双 12”的价格则为 159 元(满 99 元减

10 元后价格)，不仅比“双 11”价格高，比

“平日价”也高出不少。

“双 12”价格
拿“双 11”当标杆
记者梳理后发现，“双 12”部分商品

价格并不划算，其价格并没有和“平时

价”比肩，反而用抬高后的“双 11”价格

作为标杆。

如：贝贝网上某款标称为“美肤宝”

品牌化妆品“双 11”前团购价格为 188

元，“双 11”期间团购价格涨至 229 元，

“双 12”的价格仍然和“双 11”持平，为

229元，价格没有回归。该平台一款曼秀

雷敦男士护肤套装，平日团购价为 76.6

元，“双 11”团购价为 85.5 元，“双 12”团

购价仍为 85.5 元。

国美网上某款标称为戴森的空气

净化风扇暖风制冷扇，平日价为 5099

元，“双 11”提价至 5299 元，“双 12”的

价格仍然保持在 5299 元。

回应
中消协：
呼吁建价格失信黑名单
针对本次“双 12”商品价格中仍然

存在的问题，中消协表示，今年，不管是

“双 11”还是“双 12”，促销商品先涨价

后降价、不降价反提价的现象都存在。

而且和往年不同，今年的促销规则更复

杂、手段花样更多，不同活动方式还设

定不同限定条件，导致大量商品需要消

费者经过复杂的计算才能知晓商品实

际促销价格。

中消协表示，价格是消费者参与集

中促销期活动的重要考量因素。鉴于目

前在集中促销活动期间仍然存在大量

先涨价后降价、虚构“原价”等价格误导

行为，存在通过随意标注划线价格逃避

“虚构原价”的法规约束，涉嫌误导消费

者，建议政府有关部门进一步完善适应

网络购物方式的价格法律规定，规范平

台及商家的价格行为，加大价格动态监

测力度，适时公布价格监测结果，将价

格严重违法行为列入失信黑名单并予

以公示，方便消费者查阅。呼吁电商平

台及商家诚信经营，使用简洁的价格促

销表述方式，不设置复杂的使用条件，

让消费者明明白白消费。

有行业专家指出，太过频繁的促销

不仅会造成消费者的疲劳感，也会让消

费者对于商品价格的真实性产生质疑：

同样一款商品，每次促销都标榜最低

价，究竟多少钱是最低？此外，这种促销

的本质是把一段时期的交易压缩到一

天或者几天进行，不仅会造成电商产业

的过度投资，集中消耗人力物力，也会

给物流、售后等部门带来极大压力。

内存
2016年京东乱标价诱骗
消费者被重罚 50万
2016 年 6月，北京市发改委对北京

京东世纪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京东”)出具《行政处罚决定书》。

处罚书认定，购物网站“京东商城”

(www.jd.com)销售商品，存在利用虚假

的或者使人误解的价格手段，诱骗消费

者或者其他经营者与其进行交易的价

格违法行为，事实违反了《价格法》，依

法作出警告和罚款 500000 元的行政处

罚。

处罚书共列举了多达 89 项违法事

实案例———

比如，顾客在京东领优惠券之后，

付款时却无法使用。2015 年 11 月 11

日，京东销售松下全自动波轮洗衣机，

商品标价为 1185 元。按照活动规定，顾

客可从京东领取优惠券，购物满 1000

元就可以减去 50 元等，消费者当日下

单购买后所领券无法使用。

对于处罚，京东表示，其承认商品

标价确实有原价标注错误、折扣计算不

准确等问题，虽然不存在主观故意，但

因让消费者造成误解而致歉，并接受处

罚。 据新华网

世界银行 12 日在巴黎发布公报

说，为支持应对气候变化，世行在 2019

年后将不再向石油和天然气勘探和开

采项目提供贷款。

公报同时说，最贫穷国家的那些能

让贫困人口受益且符合《巴黎协定》要

求的天然气项目仍将获得资金支持。

世行表示，将在明年于波兰举行的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 24 次缔

约方大会上宣布 2020 年后该机构应对

气候变化的新承诺和新目标。世行还

说，自 2018 年起，将对该机构在电力等

领域参与投资项目的温室气体排放量

进行统计，并于当年年底公布统计结

果，并且以后每年都将公布相关数据。

12 日恰逢《巴黎协定》诞生两周年。当

天，法国与联合国、世界银行在巴黎共

同举办“一个星球”气候行动融资峰会，

旨在进一步促进全球气候治理行动，推

动各国加速落实《巴黎协定》。据新华网

大米是我国最主要的口粮，记者近

期深入江西、黑龙江一南一北两大水稻

主产区调研发现，当前在稻米生产、市

场销售、国储收购等环节存在一系列

“产业病”，一些优质稻品种退化，市场

上大米“掺混”“调和”现象普遍，收储政

策难体现优质优价。

专家认为，当前迫切需要在产、收、

销等多环节拿出有针对性的举措，实施

水稻市场化改革，加快水稻供给侧改

革，推动大米产业升级，不断满足市场

消费需求。

“香味不那么浓了”
“前几年种出来的水稻磨米后，大

米有明显的香味，很多消费者就认这个

味。但最近两年发现，品种还是那个品

种，香味却少了。”东北某水稻大县一位

大米销售商认为，这就是品种退化现

象。“杂交稻高产，常规稻好吃”，这是农

民对杂交稻和常规稻的普遍印象。一些

专家介绍，过去我国粮食生产以高产为

导向，水稻育种偏向产量稍高的杂交

稻，一定程度上加剧了优质常规稻品种

退化，成为制约稻米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的“绊脚石”。

江西省南昌县顺发米业有限公司

总经理余国金告诉记者，以前当地有很

多不错的常规稻品种，奠定了南昌大米

在沿海市场的地位，可如今这些品种都

消失了。“并不是说这些品种不行，而是

种的时间长了，没有种子公司或者科研

机构去提纯复壮，这些品种就慢慢退化

了。”

江西省种子管理局副调研员贺国

良说，江西省 800 多万亩优质稻中，优

质常规稻种植面积占 600 多万亩，优质

杂交稻种植面积仅占 200 多万亩。“常

规稻不同于杂交稻种，不需要年年制

种，简单去杂后即可作为来年用种，但

这样种植多年后就会出现品种退化现

象。”他说。

东北某水稻大县大米口感好，一直

是高端大米的代表，2016 年市场品牌

价值达数百亿元。但记者近期在该地区

采访时，听到一些种植户反映，最近几

年当地种植的主导品种，“香味不像以

前那么浓了”。黑龙江省东禾农业集团

是集水稻种植、加工、贸易等于一体的

农业产业化企业，公司有关负责人介

绍，优良水稻品种经过多年种植就会退

化，退化的品种不仅抗性、丰产性下降，

而且稻米品质变劣。

优化稻米质量要从种子开始。业内

人士希望，有关部门顺应农业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的要求，加大对常规稻及优质

杂交稻的研发、推广力度，从源头上为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保障。一些

专家建议，在确保当地水稻主栽品种的

同时，选好备选品种，防止因种质资源

退化速度过快影响优质稻米种植。

贺国良建议，坚持杂交稻、常规稻

优质品种协调发展的思路，一要以市场

导向，加大对优质杂交稻品种的审定和

推广，引导杂交稻育种优质化、绿色化；

二要支持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加强对

优质种质资源的保存、利用，加强优质

常规稻品种选育；三要引导种子企业强

化常规稻提纯复壮，确保为市场提供优

质种源。

“好米掺得越多，
价格越高”
记者在哈尔滨市一些市场走访发

现，农贸市场中“掺混”大米销售现象很

普遍。一家米店老板直言，掺混比例不

一样，价格也不一样，口感也不一样，总

之掺混真正的优质米越多，价格越高。

记者在哈尔滨市南岗区一个市场

看到，同样是稻花香品种，标注来自同

一个地区，大米销售价格却千差万别。

在一个米摊上，标注某地“稻花香”的大

米每公斤 7.0 元，标注该市“有机大米”

的每公斤 8元，还有一款该市“稻花香”

大米则标注 10 元一公斤。

都是来自一个地方，都是标注“稻

花香”，这些大米到底有何区别？卖米老

板告诉记者：“其实也没什么太大区别，

就是掺混比例不一样，这个地区真正的

稻花香米一般要七八元一斤。这些四五

元一斤的大米都存在一定比例的掺混，

所以价格也不一样。”

这种“掺混”现象南方市场也很普

遍。杨盛米业有限公司是江西一家从事

优质米加工和销售的企业，公司总经理

杨秋生告诉记者，当前优质米市场监督

管理体系不完善，很多加工企业都采取

“物理调和”的方式，将一些粒型相似但

价格相对偏低的大米掺杂进优质米，以

降低成本，增强竞争优势，这不仅扰乱

优质米市场，而且对真正做优质米的企

业造成冲击。

黑龙江省一些粮食加工企业负责

人介绍，由于东北粳稻口感相对较好，

南方一些大米企业就把东北粳米和南

方籼米掺混到一起销售，销售价格依据

掺混比例来定。“厦门一个粮食企业说，

当地很多市场的东北大米都是掺混

米。”这位负责人说。

黑龙江省虎林市、江西省新干县等

地干部说，当前很多地区的水稻加工能

力过剩，水稻品牌杂而乱，叫得响的品

牌少。一方面应加强大米品牌整合及建

设，在优势品牌锻造上加大扶持力度，

做大做响优质品牌，提高大米辨识度。

另一方面要加强市场监管，加大对掺混

米、调和米现象的打击力度，维护地标

大米的纯正度，净化大米市场环境。

收储难以“优质优价”
“根据我们对上海、广东、福建等沿

海城市稻米市场的调查分析，优质稻稻

米市场需求年增长率达 5%至 6%，但优

质稻米经常‘优质难优价’。”贺国良说。

江西田环粮食产业有限公司负责

人熊细件说，国家连续多年启动稻谷托

市收购。但是托市收购没有最大化体现

“优质优价”的原则，这在一定程度上影

响了农民种植优质稻的积极性。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和政府工作报

告明确提出“重点发展优质稻米产

业”。记者查询近年东北一些地区的水

稻最低收购价政策发现，水稻最低收购

价的质价政策主要取决于水分含量和

杂质含量等指标，对稻米本身口感、品

质等缺乏系统性要求。

据黑龙江省虎林市、江西省南昌县

一些地方干部介绍，由于水稻最低收购

价政策的质量标准并不完善，大量低质

高产，不受市场欢迎的水稻进入国储

库。加上当前水稻最低收购价格仍在引

领市场价，农民种什么稻卖价都一样，

所以更愿意种高产的低质水稻，不利于

调动农民调结构种优质稻的积极性。

“应该给予优质稻特殊扶持，完善

稻谷价格形成机制。”中国社会科学院

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建议，推

进稻米种植供给侧改革，必须解决“优

质不优价”的问题。“可以考虑在最低收

购价政策未取消之前，在收购中加入质

量指标，促进优质优价，引导农户种植

品质更优的水稻品种。”他说。

同时，加快推进水稻市场化改革步

伐。有关专家认为，水稻市场化改革要

明确一个原则，即不要因水稻市场改革

过多地影响农民种稻收入，可通过合理

补贴的方式调节农民种稻收入。

“发展优质稻米，给优质大米定标

准也是当务之急。”国粮武汉科学研究

设计院总工程师、中粮协大米分会专家

委员会常务副主任谢健认为，我国目前

库存稻谷数量巨大，存期较长，大米的

进出口贸易将更趋活跃。通过收储环节

规范大米生产，需要未雨绸缪，不仅需

适应国内市场变化，还需适应国际市场

要求，提高国内大米国际竞争力。

据《经济参考报》

法国乳业巨头兰特黎斯集团多批

次奶粉爆发沙门氏菌感染事件继续发

酵，已经进入全球召回的节奏，而中国

也包括在内，其出口中国的 4.6 万箱奶

粉成为“靶子”，涉及喜丽雅、赐多利、妈

咪爱三个品牌，其他海淘渠道销售的

“问题产品”则难以统计。

召回奶粉涉及三个品牌
兰特黎斯集团中国公司 12 月 11

日晚间发声明称，根据报关单显示，中

国市场涉及召回的产品有 42 个批次，

总量将有 4.6 万箱（每箱 6 罐），涉及三

个品牌：喜丽雅、赐多利、妈咪爱。而在

其此前的召回声明中，兰特黎斯中国宣

布，预警性召回在华销售的喜丽雅品牌

婴幼儿配方奶粉，包括喜丽雅较大婴儿

配方奶粉 900g 听装（2017 年 4 月 7

日）；喜丽雅幼儿配方奶粉 900g 听装

（2017 年 5月 5日）；喜丽雅较大婴儿配

方奶粉 900g 听装（2017 年 4 月 26 日

和 7 月 19 日）。未食用、已开封和空罐

产品均可被召回。此前该公司有关负责

人表示，目前公司正在紧急统计经销商

以及市场上相关产品数量，有部分产品

仍在库存中，还有部分已流向浙江、四

川、湖北、福建、广东等地的经销商处，

涉及产品数量最多为 6560箱。

兰特黎斯在此前声明中称，12 月

10 日该集团部分产品疑似感染沙门氏

菌，并可能会引起腹泻及发烧，因此集

团在全球范围内下架并召回了相关批

次的婴幼儿配方奶粉。随后兰特黎斯集

团决定把召回产品扩大到 2 月 15 日起

生产的所有奶制品。

进口奶粉质量问题频出
“此前漂洋过海来中国‘掘金’的进

口奶粉，也不时倒在了海关抽检不合格

上，或者是登上了食药监部门质量‘黑

榜’。而且如果是海淘渠道购买，还面临

读不懂说明书、售后服务难保证等系列

问题，所以建议奶爸奶妈们出手要慎

重。”有行业观察人士认为。 据新华网

记者近日从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

有限公司遵义车务段获悉，从本月底开

始全国铁路将实行年底列车运行图（简

称年底图）。新图内容涵盖西成高铁、渝

贵铁路等新开或待开线路，执行新图后

西南地区铁路网通道能力将得到进一

步提升。

根据中国铁路总公司统一部署，全

国 18 个铁路集团公司将在 12 月 28 日

零时起正式实行年底列车运行图。此次

调图主要涵盖和涉及到近期新开通的

铁路线路、新投放的铁路运输装备，其

中包括 12 月 6 日开通运营的新建西安

至成都高速铁路（简称西成高铁）和明

年将开通的重庆至贵阳铁路扩能改造

工程（简称渝贵铁路）两条西南地区重

要的铁路干线的运输组织和能力安排。

从 12 月 28 日起执行年底图后，成

都局集团公司将新增动车组列车 100

余对。至此，四川、重庆、贵州每天开行

的旅客列车将达到 540 对，其中动车组

列车 380余对，占约 72%。年底图调整

后，西成高铁的通道能力将得到加强，

成渝至西安的动车将从目前 9 对扩增

到 28 对，同时成都、重庆还将开行经西

成高铁运行至太原的 D 字头动车组 6

对，至北京、郑州、秦皇岛、天津和南京

等方向的 G字头长途高速动车组 9对。

其中，成都东至北京西的 G90 次全程运

行仅 7 小时 47 分钟，较目前最快的

G310 次蓉京高速动车组压缩了约一半

的旅行时间。值得关注的是，这趟列车

将由我国最新研发的中国标准动车组

CR400BF（复兴号）列车担当，这也是复

兴号动车组首次在西南地区开行。

年底图同时还公布了渝贵铁路运

输方案，渝贵铁路设计时速为 200 公

里，目前正处在联调联试阶段，这条铁

路预计明年初开通运营。渝贵铁路是四

川、重庆通达贵州、广西、广东的快速出

海通道，也是西南连接华南、华东的“快

车道”，这条铁路的开通对加强成渝经

济区与珠三角经济区的经贸合作，改善

川渝城市群与贵州间的交通条件具有

重要意义。同时作为快捷、快速、大能力

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渝贵铁路也将大

幅缩短西北、西南至华南等城市的时空

距离。渝贵铁路开通运营后，成都、重庆

将大量开行去往贵阳、长沙、昆明、广

州、南宁等方向的动车组，同时部分普

速客车也将改经渝贵铁路运行。届时，

成都至贵阳的旅行时间将从目前的 12

小时缩减到 3.5 小时，重庆至贵阳的旅

行时间也将从目前的 10 小时缩减到 2

小时。另外，随着兰渝铁路、西成高铁、

渝贵铁路的相继开通投用，西南地区铁

路网的通道能力也得到显著加强。从 12

月 28 日起，成都、重庆始发经阿拉山口

口岸、霍尔果斯口岸出境的中欧班列也

将改经兰渝铁路运行。此举将大幅压缩

中欧班列国内段的运行时间，促使中欧

铁路贸易通道更加顺畅。

据铁路 12306 门户网站消息，由于

年底图已经完成编制，从 12 月 12 日起

旅客即可通过互联网、电话等方式购买

全国 30 天（含）以内的主要干线旅客列

车的火车票。

据新华网

“双 12”这些商品没便宜
有些比“平时价”还高一倍

世行：2019年后不再给油气项目贷款

12 月 11 日，住房城乡建设部下发

紧急通知，要求各地城镇供热管理部门

在 2018年元旦之前，利用周末时间集

中组织开展一次“访民问暖”专项活动，

加快解决当前供暖突出问题。

据介绍，北方采暖地区进入供暖期

以来，城镇供热采暖工作总体运行平

稳。但也有一些地方存在供暖不到位、

室温不达标等问题，影响了群众正常采

暖。

根据通知，要开展“访民问暖”活

动，主动倾听民意。通过供热管理部门、

供热企业进社区、入户走访、开展宣传

咨询等方式，认真听取意见和建议，主

动了解群众诉求，客观掌握供暖情况第

一手资料，实地解决供暖存在问题。

要开展全面排查，查找突出问题。

各地城镇供热管理部门要迅速组织对

当前城镇供热采暖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进行全面排查，结合“访民问暖”专项活

动和群众来电、来访、网络媒体等渠道

反映的供暖问题，列出问题清单，建立

工作台账，制定办结销号制度，加强督

察督办，督促有关供热企业采取有效措

施及时解决。

要切实解决问题，让群众满意。各

地城镇供热管理部门要以让群众满意

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对群众反映

的问题，认真分析原因，督促供热企业

落实整改，重点解决好“供不上”和“供

不好”等突出问题。对尚未落实气源

或“煤改气”气源未到位的区域，不

得禁止烧煤取暖。各供热企业对存在的

问题要及时采取有针对性的解决措施，

加快问题整改，确保供暖到位、室温达

标，确保问题得到解决，切实增强人民

群众获得感，努力让群众温暖过冬、满

意过冬。

要加强供暖管理，严肃问责追责。

各地城镇供热管理部门要加大巡查、督

察和抽查力度，防止供暖工作出现供暖

不达标、服务不到位等问题，对造成重

大社会影响的突出问题，要及时迅速严

肃查处，认真跟踪督办，对违法违规供

热企业要依法依规从重处罚，对相关责

任人员要严肃追究责任，进行公开通

报。

据新华网

住建部：对煤改气气源未到位区域不得禁止烧煤取暖

法国乳业巨头在华召回奶粉4.6万箱

本月底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西南铁路网通道能力提升

稻米市场“产业病”丛生：

“掺混”普遍收储“优质难优价”

本报讯截至今年 11月底，内蒙古

累计发放金融扶贫贷款 357.9 亿元，扶

持 72.68 万户农牧户和 226 户龙头企

业发展生产。

内蒙古从 2013 年 11 月启动实施

金融扶贫富民工程以来，累计发放“富

农贷”331.7 亿元，直接扶持农牧户

72.68 万户（次），建档立卡贫困户覆盖

率达 21.5%；发放“强农贷”26.2 亿元，

支持 226 户（次）扶贫龙头企业发展生

产。

内蒙古利用金融扶贫贷款资金重

点扶持“有基础、有特色、有市场”的产

业，以贫困嘎查村为重点项目区实施整

村推进，优先扶持带动作用强、适合以

贫困家庭为单元进行生产经营的项目，

培育乳、肉、绒、菜、薯、粮油、饲草、药

材、旅游及民族用品等扶贫主导产业。

同时，内蒙古加大专业合作社、家

庭农牧场、扶贫龙头企业等金融扶贫贷

款扶持力度，大力发展农畜产品加工

业，促进贫困地区产业升级。 据新华网

内蒙古发放357.9亿元贷款
扶持72万多农牧户扶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