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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不满意保健品及中介服务
中消协披露消费陷阱大数据

北京商报讯（记者 陶凤 实习记者 阮航
达）3月15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公号发
布信息显示，2020年全国市场监管部门通过

全国12315平台、电话、传真、窗口等渠道共受

理消费者投诉举报咨询2130.32万件，为消费

者挽回经济损失44.03亿元。

同一天，中消协也对外发布2021年“守护

安全畅通消费”消费维权年主题调查结果。数

据显示，“保健品”和“中介服务”分别位列消费

者最不满意的商品和服务消费类别之首，主要

原因在于个人信息被泄露、遭遇虚假宣传等。

针对其他消费领域和问题，中消协指出，

预付式消费行为较为普遍，但后续服务问题

多发值得关注；信用消费产品受到认可，信用

逾期问题不容忽视。网络评价成为消费决策

重要参考，消费者参与情况表现不一，各类

App获取权限的要求容易引发不满。

调查数据显示，48.9%的消费者表示遭遇

过与经营者的纠纷，最主要问题表现是售后

服务保障不到位。出现消费纠纷后，与网购平

台和经营者直接协商解决仍是首要选择。在

有过维权行为的消费者群体中，约62.5%表示

对于最终维权结果感到满意。值得注意的是，

“售后保障”“质量”和“绿色环保”是消费者日

常最为关注的三个方面。

此外，网上零售持续较快增长的背景下，

网购诉求热点频出。为配合防疫需要，更多市

民也倾向选择“无接触”的网购方式，但线上

购物商品的不达标率却高于线下商品。中消

协调查结果显示，有近七成受访者表示线上

消费超过线下消费，但线下消费的安全感评

价要优于线上消费。

据北京阳光消费大数据研究院统计，中消

协以及北京、上海、深圳等消协组织在去年的多

次测试采样中，线上采样的不达标率为38.7%，

线下采样不达标率则为30.64%。数据显示，全

国12315平台共受理网购投诉举报203.32万

件，占平台投诉举报受理总量的28.04%。

疫情倒逼传统零售线上转型，生鲜电商也

经历了考验。2020年，全国12315平台接收网

购生鲜类食品投诉举报的主要问题为：品质不

过关、售后服务差、下单容易取消难、虚假促销

等。而同样加速发展的外卖行业也面临着平台

准入审核不严，线下餐厅无证经营等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直播带货已成为众多电

商升级的新突破口，关于“直播”的投诉举报

也相应迅速增长，产品质量疏于把关、使用

“极限词”等引导消费者冲动消费、售后退换

货难以保障等问题层出不穷。

晓德律师事务所主任陈文明在接受北京

商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直播带货也是热潮，

很大程度带动了零售行业、食品行业、美妆行

业的发展。大数据是消费引流的核心，但由于

各大平台的宣传以及过度宣传，导致投诉范

围变大，投诉的标准也在变化。”

值得注意的是，3月15日晚间，由国家市

场监督管理总局制定出台的《网络交易监督

管理办法》，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第31届“3·

15”晚会现场正式发布。

其中，针对网络经营主体登记问题，《网

络交易监督管理办法》对《电子商务法》规定

的“零星小额”和“便民劳务”两类免于登记情

形进行了具体界定，提升网络经营主体整体

合规度。针对社交电商、“直播带货”等网络交

易新业态，《网络交易监督管理办法》界定了

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角色定位，明确了各参与

方的责任义务。针对网络交易平台经营者，

《办法》严格压实主体责任，督促其切实规范

经营行为、强化内部治理。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表示，《网络交易监

督管理办法》的出台将为完善网络交易监管制

度体系、持续净化网络交易空间、维护公平竞争

的网络交易秩序，营造安全放心的网络消费环

境提供有力的法制支撑，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城镇新增就业148万人

稳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工程。日前发布的

2021年政府工作报告要求，今年城镇新增就业

1100万人以上，城镇调查失业率5.5%左右。

从前2月发布的数据来看，全国城镇新增

就业已达到148万人。其中，1、2月当月，全国

城镇调查失业率分别为5.4%和5.5%。本地户

籍人口调查失业率为5.7%，外来户籍人口调查

失业率为5.2%。31个大城市城镇调查失业率为

5.5%。全国企业就业人员周平均工作时间为

46.3小时。16-24岁人口、25-59岁人口调查失

业率分别为13.1%、5%。相较去年12月数据，

25-59岁人口调查失业率提高0.3个百分点。

“前两月调查失业率有些超出预期。”浙

商证券首席宏观经济学家李超指出，冬季小

规模疫情复发导致局部封锁对就业产生一定

副作用；“就地过年”可能放大了春节的季节效

应，返乡人员较少导致农村“蓄水池”作用有所

减弱，摩擦性失业人数增多；去年临时性的减

税降费政策退出使得企业用工意愿边际下降。

刘爱华指出，今年新毕业大学生达到909

万人，但我们仍有条件保持就业总体稳定。例

如，经济持续稳定恢复将带动就业需求扩大，

有利于就业形势的稳定；稳就业政策持续发力；

服务业将会恢复性发展。近年来我国第三产业

的就业占总就业岗位近一半，服务业成为吸纳

就业的主渠道；同时，灵活就业的潜力比较大。

此外，刘爱华也坦言，在就业压力存在的

同时，就业市场的一些结构性矛盾也于近期有

所显现，主要表现在劳动力市场的错配。“在我

们的调查中有一些企业反映招工难问题，而一

些有技能的人才、熟练工的招工难也是客观存

在的。这表明经济恢复进程中的不平衡，一些

重点群体的就业压力仍然存在，劳动力市场中

的结构性矛盾在恢复过程中也开始出现。”

网上零售额涨超三成

稳就业筑底，“双循环”发展格局下，扩大

内需已成为每年经济工作的重要内容。今年

前2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69737亿元，同比

增长33.8%，比2019年1-2月增长6.4%，两年

平均增长3.2%。

相较于挖掘内需潜力这一传统着力点，

今年更加着眼创新驱动。政府工作报告提出，

要“形成强大国内市场，构建新发展格局。把

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有机结合起来，以创新驱动、高质量供给引领

和创造新需求”。

从前两月数据来看，消费端升级趋势日

趋显著。据统计，多数商品销售增势良好，消

费升级类商品销售快速增长。前2月，限额以

上单位商品零售额中，18个商品类别同比增

速均超过10%；通讯器材类、体育娱乐用品类

商品同比增速分别为53.1%、45.6%，两年平均

增速均为18.2%。

同期，网上零售持续增加。全国网上零售

额17587亿元，同比增长32.5%。其中，实物商

品网上零售额14412亿元，增长30.6%，占社

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为20.7%。从环比

看，2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较1月增长

0.56%。“在网上零售保持较快增长的同时，实

体店铺在疫情得到有效防控的背景下逐渐恢

复性增长。”刘爱华说。

刘爱华表示，消费市场在今年前2月呈现

出三个特点：升级类商品增速较高、网上零售

保持较快增长，但餐饮消费尚未恢复到疫情

前水平。

从消费类型来看，随着疫情防控走向常

态化，国内线下消费也在前2月见证了一轮强

势复苏，但因疫情仍有零星反复，餐饮数据彻

底回暖仍待时日。据统计，前2月，餐饮收入

7085亿元，同比增长68.9%，两年平均下降

2%；商品零售62651亿元，增长30.7%，两年平

均增长3.8%。

“‘就地过年’是今年的新事物，很多地方

今年都倡导就地过年，也出台了不少优惠措

施，鼓励员工就地过年。”刘爱华说，从监测结

果来看，“就地过年”对城市的文娱类行业影响

较大。例如，电影票房收入较高，对城市消费、

网购以及快递行业也起到带动和促进作用。

高技术类投资加速

“目前，不论是消费还是投资都仍处于恢

复性增长的过程中。”刘爱华说。据统计，今年

前2月，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45236亿

元，同比增长35%；比2019年1-2月增长3.5%，

两年平均增速为1.7%。分产业看，第一、二、三

产业投资额度分别为1037亿元、12190亿元和

32009亿元，同比增速分别达到61.3%、34.1%

和34.6%。

今年前2月，国内增长较快的为高技术产

业投资和社会领域投资，增速分别达到11%

和8.8%，卫生领域投资增速更是达到20.3%。

刘爱华表示，补短板、强弱项、增后劲的投资

正普遍加快。

第三产业中基建投资（不含电力、热力、

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同比增长36.6%。

其中，水利管理业、公共设施管理业、道路运

输业和铁路运输业投资增速也分别达到

47.2%、42.3%、30.7%和52.9%。“从这些数

据来看，投资表现出恢复性增长，更好地发

挥了投资对优化供给结构的关键作用。”刘

爱华说。

值得一提的是，在前2月的投资数据中，

民间固定资产投资26183亿元，同比增长

36.4%。高技术类以及民生补短板类投资仍是

民资的主要流向。

据统计，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

50.1%；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和高技术服务业投

资分别增长50.3%、49.8%。而在高技术制造业

中，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医疗仪器设备

及仪器仪表制造业投资分别增长99.5%、

66.6%；高技术服务业中，电子商务服务业、研

发设计服务业投资分别增长88.4%、85.3%。社

会领域投资同比增长48%，其中卫生、教育投

资分别增长63%、53%。

刘爱华指出，在投资领域目前恢复比较

慢的是制造业投资，制造业投资两年平均下

降3.4%。“受到多种因素影响，包括企业投资

能力的恢复、投资信心的恢复，尽管疫情得到

了有效控制，但是毕竟疫情防控的压力依旧

存在，外部环境仍复杂严峻，制造业投资恢复

还需要一些时间。”

民生银行研究院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王静文表示，考虑到去年四季度以来制造业

产能利用率已经攀升至78%的历史高点，企

业有扩大资本开支尤其是设备更新和技改投

资的需求，再加上工业企业利润稳步回升，央

行引导商业银行加大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

度，预计后续制造业投资增速将会保持回升

势头。

北京商报记者 陶凤 刘瀚琳

房价上涨队伍扩容 楼市仍待政策降温

二手房成涨价主流

2月房价进一步印证业内关于楼市“小

阳春”的猜想。经初步测算，2月，4个一线城

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5%，

涨幅比上月回落0.1个百分点。其中，北京、

上海、广州和深圳分别上涨0.7%、0.5%、

0.9%和0.1%；31个二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

价格环比上涨0.4%；35个三线城市新建商

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3%，涨幅比上

月扩大0.1个百分点。

“从价格涨幅来看，2月新房价格涨幅

继续扩大。”诸葛找房数据研究中心分析师

陈霄指出，整体来看，2月受到多地政府“就

地过年”号召以及多数售楼处春节期间“不

打烊”影响，加之政策下的恐慌情绪蔓延，

热点城市市场热度走高。

从具体城市来看，徐州成为此次房价

环比上涨最快的城市。易居研究院智库中

心研究总监严跃进表示，徐州近两年楼市

总体比较强势，和苏北市场大崛起有关，而

这也要求其后续积极做好稳房价工作。

需要关注的是，作为楼市“风向标”的

二手房市场在2月集中释放出回暖信号。其

中，4个一线城市位列全国二手房价上涨前

四席。经初步测算，4个一线城市二手住宅

销售价格环比上涨1.1%，涨幅比上月回落

0.2个百分点。其中，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

分别上涨1.2%、1.3%、1%和0.9%。

“随着楼市发展，当下一、二线城市二

手房成为主市场，二手房价格的变化相对

更反映一二线城市真实情况，整体看，2021

年楼市开年小阳春明显出现了，房价上涨

成为主流，特别是一线城市历史首次出现

了4个城市全部排序二手房上前四。”中原

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伟指出。

开发投资增速创新高

前2月旺盛的市场需求也可从商品房

销售面积瞥见一二。据统计，今年前2月，商

品房销售面积17363万平方米，同比增长

1.05倍；比2019年1-2月增长23.1%，两年

平均增长11%。

由于销售回升，行业资金出现明显改

善。前2月，房地产开发企业到位资金30560

亿元，同比增长51.2%，较2019年前2月增长

24.7%，两年平均增长11.7%。其中，国内贷

款5201亿元，增长14.4%；利用外资10亿

元，下降14%；自筹资金8268亿元，增长

34.2%；定金及预收款11002亿元，增长

96.3%；个人按揭贷款4961亿元，增长

63.7%。

市场表现活跃，企业开发投资信心也

得到较强提振。从统计局数据看出，前2月

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额同比增速为38.3%，

比2019年前2月增长15.7%，两年平均增长

7.6%。严跃进指出，数据总体体现出“基数

因素导致数据偏高、外部环境改善、后续数

据运行将趋稳”的特点。

诸葛找房数据研究中心分析师王小嫱

指出，今年前2月，全国房地产投资同比增

速上升可观，增速创2004年3月以来新高，

主要是受到行业环境好转，房企投资信心

加强，新开工及竣工增速明显上升，带动了

开发投资的上升。不过严跃进也提醒，土地

市场面临诸多新变动，尤其是“双集中”供

地政策或将倒逼房企到三四线尤其是百强

县等区域进行拿地。

房地产调控井喷

“小阳春”已至，全国调控政策呈现“井

喷”之势，这也是继去年7、8月后新一轮政

策调控。仅在开年前两个月，全国已密集出

台一轮房地产相关调控政策。据中原地产

研究中心提供的数据显示，截至2月底，各

地与楼市相关的政策调控次数已达87次，

囊括了北京、上海、深圳、广州等一线城市

及热点城市。

严跃进指出，从后续市场的表现看，二

手房的监管也应成为关键。近期，包括深

圳、东莞、无锡、杭州等地都对二手房市场

进行了监管，尤其在价格公开透明方面做

出努力。后续也要防范房东和中介围绕学

区房进行炒作。

张大伟提到，从整体趋势来看，预计

2021年上半年房价继续上涨的趋势依然持

续，但越来越收紧加码的调控政策有望平

稳市场，房价涨幅会继续放缓。未来整个市

场走向的核心依然要看信贷，尤其是经营

贷政策。

北京商报记者 陶凤 刘瀚琳

前2月国民经济稳定修复，多项主要指标相较去年已在火力复苏。3月15日，国家统计

局召开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刘爱华介绍，虽受疫情反复等不确定因素干

扰，但就业率总体呈现出稳定恢复的趋势。受疫情波及，虽然线下传统接触性消费张力仍

有限，但网上零售额同比增速超三成。升级趋势同样反馈在作为国民经济“加速器”的投

资端， 高技术类及民生补短板领域仍是资本重要流向。“一季度经济很可能出现同比增

长，甚至出现大幅回升。”刘爱华表示，不论从指标本身表现，还是指标互相之间的协调性

来看，对目前整体经济的判断是，继续保持了去年以来持续稳定的恢复态势。

3月15日，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2月，全国70个重点监测的大中城市

中，新房、二手房价格上涨城市分别达56城和55城，数量较1月继续扩张。随着学区房

需求量上升，部分城市新建住宅供应稀缺，二手房成为一、二线城市交易主市场。值得

关注的是，2月份，4个一线城市二手房价格环比涨幅首次占据城市榜单前四席。同期，

开发投资增速也创下2004年3月以来新高点。当前，活跃的市场表现已引发新一轮地

产政策调控潮，业内认为，上半年房地产涨价仍将持续，但涨势终将趋于平缓。

今年前2月国内主要经济指标情况
今年前2月， 全国固定资产投资

（不含农户）45236亿元
同比增长35%

第一产业投资额度1037亿元

第二产业投资额度12190亿元

第三产业投资额度32009亿元

1月城镇调查失业率5.4%
2月城镇调查失业率5.5%

全年目标：城镇新增就业1100万
人以上，城镇调查失业率5.5%左右

就业 前2月，城镇合计新增就业

148万人

消费

投资
2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69737亿元，同比增长33.8%

全国网上零售额17587亿元
同比增长3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