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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卢 岳

如今，被视为汽车未来的新能源汽
车产业凭借节能环保、绿色清洁等优势
得到快速发展，但同时越来越频繁的事
故发生，也让新能源汽车的安全问题再
度引起热议。跑得有多远同时，安全性
高不高，成为越来越多消费者关注的重
点。

呈现持续高速增长趋势

据公安部交通管理局最新的统计
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底，全国新能源
汽车保有量达 492 万辆，占汽车总量
1.75%，同比增加 111 万辆，增长达到
29.18%，新能源汽车增量连续三年超
过 100万辆，呈现持续高速增长趋势。
同时记者看到，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正
向中高级阶段发展，更成为引爆资本市
场的热门概念。同时，据企查查大数据
研究院近日发布的《近十年新能源汽车
投融资数据报告》显示，近十年国内新
能源汽车品牌投融资事件共897起，披
露投融资金额 3841.1亿元，2020年首
次突破千亿元，达到 1292.1亿，同比大
涨 159.4%。政策方面，多个国家相继

出台多种新能源汽车扶持政策，而《新
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2021—2035
年）》规划显示，到 2025年新能源汽车
新车销售量达到汽车新车销售总量的
20%左右。到 2035年，纯电动汽车成
为新销售车辆的主流，公共领域用车全
面电动化，燃料电池汽车实现商业化应
用，高度自动驾驶汽车实现规模化应
用，有效促进节能减排水平和社会运行
效率的提升。

业内人士指出，互联网思维、智能
化技术、新能源三者的融合，促成了汽
车行业又一次工业革命。新能源及车
联网成为汽车领域大势所趋，更加便
利、安全、高效的驾驶将成为未来发展
趋势。但事实上记者看到，新能源汽车
市场逐渐暴露的安全隐患也在引发者
消费者忧虑。

安全性引发关注

本报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新能源
汽车凭借更出色的智能化、自动化等软
件优势逐渐“圈粉”，但“硬件本身”质量
有待提升成为不少消费者对其处于观
望状态的主要原因，值得注意的是，随
着自燃、失控、断轴、爆炸等事故被频频

爆出，新能源汽车安全性如今也受到消
费者质疑。

本报记者看到，近期相关事故屡见
报端：上海一台特斯拉Model 3新能源
汽车在驶入地库后发生了起火，在车主
寻求救援过程中车辆发生爆炸；而此
前，成都一台特斯拉Model X在行驶过
程中突然失控、刹车失灵，先后撞上路
上多台汽车导致前轴断裂，车头损毁严
重。国产新能源品牌理想ONE也被媒
体曝光因汽车引擎舱突然冒烟自燃起
火，及在高速上突遭“刹车失灵”。除此
之外，还有去年11月，“蔚来断轴”的话
题在网上引起了热议，小鹏G3新能源
汽车也被曝断轴……除了自燃、失控、
爆炸等大问题外，像仪表黑屏、漏水、控
制软件漏洞等也时有发生。相关数据
显示，近三年新能源汽车累计发生交通
事故 1万 8千多起，新能源汽车事故率
达到了传统车辆的3倍。

应尽快完善质量安全召回机制

记者看到，尽管 2020年特斯拉销
量节节攀升，但是新能源汽车频发的车
辆安全事件，让消费者对新能源车辆安
全性能尤为关注。业内人士指出，目

前，消费者对于新能源乘用车并没有形
成广泛而统一的认知和认可，促成消费
者购车的最主要原因仍为财政补贴和
不限牌的双重政策推动。此外，消费者
在做出选购纯电动汽车的决定后，其焦
虑重点已从电动汽车续航能力和充电
基础设施建设，转移至车辆的安全性问
题。

专家指出，而从消费者的角度，能
进入预选范围的也必然是安全性能与
产品力足够优秀的新能源汽车产品。
随着需求攀升，市场对于新能源汽车动
力电池系统能量密度、整车能耗要求，
以及续航里程等均提出了更高要求，而
安全问题则是重中之重。他指出，新能
源汽车的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不断
出现，是否对其安全性有明确的规范约
束，影响着整个产业的发展。同时，目
前现有得相关召回条例对新能源汽车
的规则存在很多缺失，很多技术性规范
至今仍是空白，这无疑埋下了安全隐
患。而在监管中，多部门分工协作存在
现实难度，应尽快完善现有制度，并有
针对性地升级、制定相关召回法律法
规，以保障电动汽车产品的质量安全和
整个行业的健康发展。

新能源汽车逆势崛起 安全性成最大关注点

进入 2021年，我国史上最严“限
塑令”《关于进一步加强塑料污染治理
的意见》正式在全国生效。在此背景
下，可降解塑料制品一跃成为市场新
宠儿，迎来井喷。数据显示，目前我国
共有 1.2 万家可降解相关企业，2020
年 新 注 册 企 业 2965 家 ，同 比 增 长
55.3%。从地区分布来看，云南省以
891家企业排名第一，广东、安徽分列
二三位。

数据点评：纸吸管、木餐具、可降解
塑料袋……自今年1月禁塑令正式落
地以来，各种传统塑料制品的应用替代
产品开始在市场上广泛流通。从最早

“限塑”的“说说而已”到如今“禁塑”的
“真刀真枪”，政策正在推动可降解塑料
的渗透节奏进一步加快，此次禁令的实
施也催生了大量可降解吸管需求，其中
成本更低、体验感更好的可降解塑料制
品无疑将成为市场新宠儿 。

【最严“禁塑令”逐步落地】

2021 开年两个月，中国外贸企
业集装箱回流不畅、货物排队的无奈
仍在继续。自去年8月份以来，集装
箱的需求和价格大幅上涨，出现“一
箱难求”的情况。数据显示，目前我
国共有集装箱相关企业 20.51万家，
2020年新注册企业 4.59万家，同比
增长40%。

数据点评：外贸复苏，中国出港
货轮纷纷满载而去，然而返港货柜寥

寥，“货柜荒”下，国内集装箱严重短
缺，大量空置集装箱却在海外堆积如
山。在刚刚过去的一年中，中国外贸
企业经历了年初的停产困顿、订单暴
跌，也经历了年中的出口转内销、转
产其他产品等逆境求生，更经历了年
末的出口爆单、货柜荒、天价海运费、
汇率上升等逆风翻盘。而这波澜壮
阔、跌宕起伏的背后是中国经济稳住
基本盘的体现。

近日，演员高溜表示自己成为医美
事故的受害者，涉及机构名称为熙施时
光医疗美容门诊。信息显示，该机构全
称为广州熙施时光医疗美容门诊部有
限公司，自身风险为 5条，曾多次违反
医疗机构规定，此外公司于2020年6月
22日因违反病历书写规范受到行政处
罚。

数据点评：让人又爱又恨的医美！
其实对于不少人而言，医美的风险显而

易见，但其效果的立竿见影更让不少人
愿意铤而走险。在当前社会残酷的颜
值竞争下，追求更美的整容早已不是原
罪，但是人工的美丽总并非没有代价。
追求美本没错，但因自身“没做功课”让
风险提升却是大错，睁开眼睛仔细辨
认、查看机构和医生资质、查询机构的
信誉和处罚历史、不要因省钱而心存侥
幸——对自己负责才应该是“变美”的
最大前提。

近几年我国外卖产业急速增长，
特别是2020年疫情的助推，加之下午
茶和夜宵等也在传统一日三餐外扩大
了外卖业务场景，全国外卖用户规模
已增长至近 5亿人。数据显示，目前
我国共有 93.4 万家外卖相关企业，
2020年全年共新注册相关企业 77.57
万家，同比猛增1548%，其中个体工商
户占比93.9%。

数据点评：疫情防控常态化下，作
为消费者用餐的重要形式，外卖不仅
是餐饮业的主要营收来源，更是保障
民生“吃得安全”的需求所在。尽管疫

情让外卖市场呈现井喷发展，但同时
幽灵餐厅、食品安全、平台加价等问题
也成为危害消费者健康及合法权益的
顽疾，长期被诟病同时却难以有效解
决。

数据中不难看到，2020年新注册
的77.57万家外卖企业中，个体工商户
占比93.9%，可见“夫妻店”占据了外卖
餐品九成以上，而这类店铺却以监管
难、卫生差等被视作行业投诉的重灾
区。因此消费者在点外卖时，不要只
看图片菜品，也应关注下餐厅是否具
备实体店铺及符合标准的卫生条件。

山东青岛男婴疑因使用江西产的抑
菌膏变“大头娃娃”一事，持续引发关注。
1月17日，福建漳州市“欧艾抑菌霜”事件
处置工作组通报“欧艾抑菌霜”事件调查
处置进展情况：经有检测资质的第三方机
构检测，已确认召回的涉事产品“益芙灵
多效特护抑菌霜”和“开心森林一抹舒宝
宝皮肤抑菌霜”含有氯倍他索丙酸酯，企
业涉嫌生产、销售伪劣产品。2月1日，

“大头娃娃”抑菌霜事件持续发酵，多名家
长反映宝宝在使用一款名为七草缘的抑
菌霜后出现不良反应，该款产品产自江西
宜春真润健康产业有限公司。

数据点评：由于进入门槛低、覆盖

人群广、渠道成本低，国内母婴用品电
商、微商和新兴细分市场迅猛壮大，虽
然市场监管总体力度不断加强，但各地
仍时有母婴用品质量问题出现。母婴
用品产业链长，销售端对资质等缺乏相
关限制，加大了监管难度。小编认为,
加强监管和处罚刻不容缓，首先应通过
大数据，由政府层面将母婴用品各产业
链信息统一扎口监管；另一方面，进一
步明确母婴用品销售门店资质、限制，
像什么药在医院买、什么药到药店买一
样，细分监管，特殊类婴幼儿产品应由
有资质的专门门店销售，这样才有利于
促进母婴市场健康、有序发展。

信息显示，近日京东方科技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重庆京东方光电科技
有限公司公开“盲人阅读器及利用盲
人阅读器的方法”专利信息，专利公开
号为CN109493694B，具体内容含本发
明涉及一种电子显示设备技术领域，
尤其涉及一种盲人阅读器及利用盲人
阅读器的方法，解决了传统盲人阅读
器的机械结构过于复杂，不适用于随
身佩带；且只能够对文字进行显示读
取，而复杂的图片或线条等包含信息
量大的信息则不能够被转换的问题，
可使使盲人阅读信息得到极大丰富。

数据点评：通过触觉传感设备将
图文信息以凸起或震动刺激大方式传
递至人体的第一位置，使得盲人能够
真切的感受到，同时在脑海中形成逼
真的画面，不必再局限于盲文和语音
播报的阅读中——小编想说：科技创
造了一切可能！还记得那个感动无数
人的“当色盲带上纠正眼镜后看到了
真实色彩世界”的视频吗？上天为他
们关上了一扇门，科技却为他们打开
了一扇窗！在小编心中，那些在盈利
同时更能创造出无限希望的公司，才
是真正值得尊重和铭记的。

【集装箱供不应求】 【演员高溜医美失败，背后机构多次违反规定】

【2020年我国外卖相关企业注册量同比大增1548%】 【京东方公开“盲人阅读器”专利】 【江西一款婴儿抑菌霜再被曝激素严重超标】

从数字看行从数字看行业业

随着普惠金融和数字金融的持续推进，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纷繁复杂，
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实际生活中，“存单变保单”、“盗
刷信用卡”、“不透明收费”、“理财收益虚假宣传”、“个人金融信息泄露”等金融
违法行为层出不穷，由此引发的金融消费争议、投诉与纠纷持续增长。据中
国人民银行2020年10月发布报告显示，2019年央行受理金融消费者投诉6.3
万笔，同比增长86.64%。其中，支付结算、银行卡、贷款及征信管理成为投诉
重点，分别占比33.15%、27.35%、5.84%、4.27%。那么，在实际生活中金融消费
者应该如何依法维权呢？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的指导意见》（国办发
〔2015〕81号）明确指出，“金融消费者是金融市场的重要参与者，也是金融业持
续健康发展的推动者。加强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是防范和化解金融风
险的重要内容，对提升金融消费者信心、维护金融安全与稳定、促进社会公平
正义和社会和谐具有积极意义”，要“健全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机制，建立金融
消费者适当性制度，保护金融消费者的财产安全权、知情权、自主选择权、公平
交易权、依法求偿权、受教育权、受尊重权和信息安全权”。根据《中国人民银
行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实施办法》（中国人民银行令〔2020〕5号），金融消费争
议，是指金融消费者与银行、支付机构因购买、使用金融产品或者服务所产生
的民事争议。当前，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及金融监管领
域相关法律法规，为了发挥好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减震器”和“舒压阀”作用，
逐步形成了高效、便捷、全面的金融消费维权网络，全力打通金融消费维权“最
后一公里”。具体而言，金融消费者可以通过三条主渠道依法维权。

一是通过投诉渠道与金融机构进行和解。当前，随着金融消费者权益保
护监管趋严，金融综合执法查处力度加大，金融违法违规成本剧增，金融消费
权益保护自律机制更加成熟，各家金融机构均建立了金融消费权益保护机
制，通过营业场所、官方网站等途径向社会公众公开投诉热线，专门受理解决
金融消费者咨询、投诉。因此，在发生金融消费争议时，金融消费者可以第一
时间拨打金融机构客户热线反馈问题，通过金融机构内部投诉处理机制解决
纠纷。此外，金融监管部门积极回应基层呼声和社会关切，依法履行金融消
费权益保护法定职责，畅通金融纠纷投诉渠道，公布投诉咨询热线，如人民银
行“12363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咨询投诉电话”、银保监会“12378银行保险消费
者投诉维权热线”、证监会“12386中国证监会热线”，优化内外部协调督办流
程，压实金融机构投诉处理主体责任，确保金融机构在规定时限内办结金融
消费者投诉事项，有效解决金融消费投诉纠纷。

二是向金融纠纷调解组织申请调解。金融消费纠纷具有高发频发、专业
性强、信息不对称等突出特点，必须坚持公平公正、专业高效、便捷利民的原则
稳妥处理。根据《最高人法院关于人民法院进一步深化多元纠纷解决机制改
革的意见》《最高人民法院 中国人民银行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关
于全面推进金融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建设的意见》，各省（市、自治区）相继成立了金融纠纷调解调
解组织，依托基层法院、央行和银保监分支机构以及地方党政有关部门共同构建诉调对接机
制，通过“定点受理、专业调解、诉前协商、规范运作”的方式，为金融消费者依法维权提供“投
诉+调解+裁决”一站式定纷止争服务。当前该项工作正在全国范围内深入推进，金融消费者可
向已经建成的金融纠纷调解机构申请调解，获取更加规范有序的金融纠纷调解服务。

三是仲裁、诉讼司法途径提供最后法律保障。同任何一种民事争议一样，仲裁、诉讼为金
融消费纠纷提供了最终的解决途径。针对金融消费者与金融机构难以达成和解调解协议或任
何一方不愿意进行和解、调解等情形，金融消费者或金融机构可以选择通过向仲裁机构申请仲
裁、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的方式来实现定纷止争、保障自身合法权益的目的。值得说明的
是，继2018年设立上海金融法院之后，2020年1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向全国人大常委
会作《关于在北京设立金融法院的决定（草案）》，新成立的北京金融法院专门管辖北京市应由中
级人民法院管理的金融民商事案件和涉金融行政案件，其中证券、期货交易、信托、保险、票据、
信用证、金融借款合同、银行卡、融资租赁合同、委托理财合同、典当等金融消费纠纷多发案件第
一审案件将由金融法院受理。金融法院“从1到N”的探索创新，有利于提升我国金融审判能力
和金融司法质量，有利于形成更为规范有序的金融生态，可以为银证保等各类金融消费者权益
保护提供更为专业、高效、便捷的法治保障。

金融消费权益保护事关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任务艰巨，责任重大，使命光荣。在现行法
规制度框架内，要充分发挥金融消费纠纷化解机制核心作用，坚持金融为民目标导向，形成整
体工作合力，打通金融消费维权“最后一公里”，共同维护清朗和谐的金融消费环境。具体而言，
金融监管部门要深入普法、从严监管、从严执法，切实履行金融知识普及教育和金融消费维权
保护职责，压紧压实金融机构落实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主体责任，倒逼金融机构完善自律机制
和治理体系。金融机构要增强政治意识和社会责任意识，聚焦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热点难点
焦点问题，主动担当金融消费权益保护主体责任，提升依法合规经经营水平。金融消费者要从
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角度学懂金融常识，远离非法金融活动，守好“钱袋子”，在权益受到侵害时
挺直腰杆理性维权，依法保护自己的财产安全权等八项基本权利。 （赵学亮 杨亚琼）

打
通
金
融
消
费
维
权
﹃
最
后
一
公
里
﹄

最严“禁塑令”逐步落地 婴儿抑菌霜激素超标受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