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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狐新闻客户端 消费日报微信公众平台

步骤一：扫码下载搜狐新闻客户端
步骤二：打开应用点击上方“订阅”

步骤三：选择“添加订阅”后搜索“消费日报”
步骤四：点击右上角“+关注”即可

《消费日报》搜狐新闻客户端订阅流程：

微 报 眼微 报 眼微 报 眼微 报 眼微 报 眼微 报 眼微 报 眼微 报 眼微 报 眼微 报 眼微 报 眼微 报 眼微 报 眼微 报 眼微 报 眼微 报 眼微 报 眼微 报 眼微 报 眼微 报 眼微 报 眼微 报 眼微 报 眼微 报 眼微 报 眼微 报 眼微 报 眼微 报 眼微 报 眼微 报 眼微 报 眼

2023年12月14日
星期四

总第8593期
第5652期
今日8版

CONSUMPTION DAILY

A 版 ■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举办 中国轻工业联合会主管主办 ■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CN 11-0057 ■ 代号81-9 ■广告经营许可证：京丰工商广字第0054号

● 消费日报社出版 ● 社长、总编辑：赵 曦 ● 副总编辑：刘 丁 张丽娜 ● 实习编辑：张钰格格 ●新闻中心电话：67605550 ● http: //www.xfrb.com.cn ● 北京市丰台区定安东里20号楼 邮编：100075
● 监督电话：67600827 ● 总编室：67605115 ● 广告处：67604888 ● 发行处：67604545 ● 印刷：人民日报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金台西路2号 ● 照排：网络照排中心 ● 零售价：1元

图片新闻

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总数达178家

近日，在河南省淅川县荆紫关镇和大石桥乡，当地村民正忙于制

作杞柳工艺品。淅川县具有悠久的柳编技艺历史。目前，该县已成立

多家柳编工艺品公司，引导当地村民学习柳编技术，实现家门口就业。

图为村民正在制作杞柳工艺品。

（中新网）

本报讯（记者 史晓菲） 针对近期
网络上流传的有关牙膏、牙膏原料致
癌的消息，中国口腔清洁护理用品工
业协会（以下简称“中国口腔用品协
会”）日前出面辟谣。中国口腔用品协
会表示，我国市售牙膏，凡符合相关法
规和标准的合格牙膏都是没有安全风
险的。三氯生、二氧化钛、苯扎氯铵，
按照国标规定添加在牙膏产品中，不
会对人体产生危害。

中国口腔用品协会称，2023年11月
21日，“新浪网”转发了一篇来自于“39
健康网”题目为《3类牙膏列入致癌“黑
名单”，长期用或有致癌风险，你家里有
吗？》的文章，指出有多类牙膏原料成分
（三氯生、二氧化钛、苯扎氯铵、氯二甲苯
酚和苄索氯铵）长期使用或将增加使用
者患癌风险。对此，中国口腔用品协会
表示，文章再一次错误地把个别的无据

可查的试验内容当成科学结论，给消费
者和市场带来恐慌。

中国口腔用品协会介绍，三氯生作
为防腐剂添加到牙膏中已有超过 30年
的历史，还没有足够权威的科学研究证
明三氯生致癌。2011年 3月 22日，欧洲
消费者安全科学委员会再次对三氯生进
行了安全性评估，结论是：在牙膏、洗手
液、沐浴露、除臭膏中，以牙膏0.30%、漱
口水0.20%为最大浓度使用三氯生是安
全的。根据我国国家标准《牙膏用原料
规范（GB22115）》，三氯生可以在牙膏中
限 量 使 用（最 大 使 用 量 不 得 超 过
0.30%）。

同样，中国口腔用品协会表示，在食
品行业中，二氧化钛作为着色剂用于各
类食品，其惰性强、性质稳定、纯度高，
按规定添加不会对人体产生危害。联
合国粮农组织（FAO）和世界卫生组织

食品添加剂联合专家委员会 （JECFA）
没有对其日容许摄入量（ADI）进行数
值限制。虽然欧盟禁止使用二氧化钛
作为食品着色剂，但目前国际食品法
典委员会（CAC）以及美国、中国、加拿
大均未对二氧化钛作出禁用的规定。

“美国现行的关于着色剂的使用规定
中，将不超过食品重量 1%的二氧化钛
作为免于认证的色素。”

在我国，国标《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GB 2760-2014）
及增补公告中规定了二氧化钛可用于加
工水果、加工蔬菜、可可制品、巧克力和
巧克力制品（包括代可可脂巧克力及制
品）以及糖果、糖浆、调味料和饮料等。
同时，根据国家标准《牙膏用原料规范
（GB22115）》，二氧化钛可以在牙膏中使
用。考虑到牙膏为淋洗类产品，规定最
大使用量为2.0%。

对于苯扎氯铵，根据国家标准《牙膏
用原料规范（GB22115）》，其可以在牙膏
中 限 量 使 用（最 大 使 用 量 不 得 超 过
0.10%）。中国口腔用品协会解释，苯扎
氯铵是一种季铵盐类阳离子表面活性
剂，因毒性低，刺激性小，无致畸、致癌毒
性，水溶性好，使用及存储方便，广泛应
用于皮肤、环境消毒。目前被国家药监
局批准用于贴剂、溶液剂、喷雾剂、滴眼
液等产品。

“而氯二甲苯酚和苄索氯铵根本就
不能用在牙膏产品中，因此市场上也不
存在添加氯二甲苯酚、苄索氯铵的牙
膏。”中国口腔用品协会表示，事实上从
毒理学角度讲，各种天然成分或化学成
分都可能有毒性，关键要看这些原料按
照法规和标准能够允许在哪些产品里面
使用以及添加量的限制是多少，凡是按
照相关规定添加的产品都是安全的。

牙膏原料致癌？中国口腔用品协会对不实消息辟谣

据悉，中国质量协会组织开展了第
十二次电视行业用户满意度监测。2023
年电视行业用户满意度连续第三年保持
在 83分（满分 100分）水平，未能实现有
效提升。用户抱怨率为6.9%，同比升高
2.1个百分点，用户忠诚度连续三年保持
在82分的水平。

本年度共监测10个主流电视品牌，
其市场占有率达90%以上。调查采用拦
截访问、舆情监测等方式，覆盖东北、华
北、华东、华中、华南、西南和西北七大区
域，涉及23个省份53个城市，共完成有效
样本1905个，获取舆情信息557万余条。

中国质量协会指出，在大屏时代，电
视行业不断创新技术推动用户体验升级，
但在内容运营、护眼效果、互联互通、销售
场景布局等方面存在改进空间，尤其是内
容运营中广告过多、界面复杂、收费项目
多等问题严重影响用户体验和需求满足
感，因此用户满意度未能有效提升。

大尺寸电视用户满意度较高，但未能
实现同比提升。2023年75寸及以上电视
用户满意度得分为85分，高出行业平均水
平2分，与去年持平。2023年75寸及以上
电视在画面色彩、图像显示、音响效果、智
能语音交互功能等方面表现较好，得分均
高于86分，但在内容运营方面仅得了82.5
分，影响了用户满意度的提升。

8000 元以下电视用户满意度与去
年 持 平 。 2023 年 购 买 2000 元 以 下 、
2001—6000 元和 6001—8000 元电视的
用户满意度分别为82分、83分和84分，
均与去年持平。测评数据表明，用户对
8000元以下电视产品和服务有着更高
的期待。

产品质量方面，内容运营、护眼效
果、互联互通等方面亟待改进。2023年
内容运营（含片源丰富度、播放流畅度、
会员价格合理性等）得分仅为80.9分，与
其他评价指标之间存在较大差距。广告

过多、播放卡顿、界面复杂、收费项目多、
收费不合理等成为用户抱怨的焦点。护
眼效果满意度得分为 83.1 分，得分较
低。用户反映的主要问题是护眼效果
差，缺少针对老年人、青少年等用户群体
的护眼模式。与其他设备（智能音箱、手
机投屏等）的互联互通满意度得分为
83.3 分，得分也较低，且同比下降 0.5
分。互联互通方面主要问题是操作复
杂、连接速度慢、使用不稳定。

服务质量方面，销售服务场景化布
局有待完善。线上渠道产品的介绍、有
形展示效果得分为84.2分，同比下降0.9
分。线下渠道销售场所环境布局、产品
介绍、有形展示效果得分为83.8分，同比
下降 0.5分。随着销售单品向销售场景
化转变，线上和线下渠道的销售场景布
局还不能完全满足用户需求。因此，企
业需为用户创造更具互动性和体验感的
购物场景。

营销质量方面，社交分享类APP、网
络舆情等渠道信息认可度较低且同比下
降。2023年电视行业营销质量中，社交
分享类APP（抖音、快手、小红书等）和网
络舆情（微博、电商评论等）的信息认可
度分别为 80.6分和 80.7分，同比分别下
降1.1分和1.6分。

中国质量协会指出，电视企业未来
需联合相关方加强合作，不断优化内容
提供和收费方式，共同打造用户友好的
操作界面和便捷的交互体验，加强产品
质量和销售服务体验，为用户提供高品
质视听享受，推动行业健康发展。（中经）

技术创新推动体验升级

电视行业用户满意度连续三年保持稳定

河南淅川：

杞柳“编”出幸福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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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菜市场，竟然成为年轻人追捧的
红火打卡地，它有什么魔力，能对年轻人
产生如此大的吸引力？原来，在这个菜市
场不仅能买菜买肉，还能喝咖啡、逛展览、
买到个性化的小众物品，也就是说，这里
不再是一个传统的菜市场，而是创新的消
费生态，更符合现代人的消费理念和需
求。这样的地方，想不红都难。

当前，年轻人已经成为消费主力，而
年轻人的消费理念和习惯已经与以往有
很大不同，因此，要激发年轻人的消费需
求，就需要跟上年轻人的脚步，与时俱进，
创新消费生态，营造更有吸引力的消费场
景。

作为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之一，消
费在未来国民经济中将发挥越来越重要
的作用。当前，能源在创新、生产在创新、
技术在创新、产品在创新、销售渠道和模
式在创新……可以说，创新已经成为社会
发展的主旋律，因此，消费领域也需要一
场全面的创新，如消费场景创新、消费生
态创新等，让消费的创新更好地推动社会
经济发展，促进民生福祉。

比如前面提到的网红菜市场坐落于
北京三源里，入口处有一家咖啡馆 Grid
Coffee，进 入 市 场 可 以 见 到 很 多 小 众 食
品，如西班牙火腿、日本小南瓜、小盒装的
可食用鲜花……此外，在市场里还可以逛
书展和艺术展。这样的地方，其实已经不
能用菜市场来定位了，这是一种很有启发
性的、全新的消费生态。它的启发性在
于，菜市场可以创新，其他的业态也能创
新，比如百货商场、家居卖场、美食街、游
乐场等，完全可以打破传统的思维，创新
消费生态。只要符合消费者需求，能够激
发消费活力，就是成功的创新。

事实上，北京网红菜市场出现以来，
美团、大众点评数据显示“菜市场”搜索量
环比增幅超 120%，相关攻略笔记数增幅
超 110%，评价数增幅超 170%；小红书今年
推出的“菜市场漫游指南”话题收获了超
6700 万的浏览量；豆瓣“菜市场爱好者”小
组成员超过 15 万人。

可以看出，只要能创新，就算是很
“土”的菜市场，也能成为汇聚年轻人、激
发消费动能的时尚之地。相比于大型商
超里的门店，菜市场的小商家更为灵活开
放，可以更快地响应市场需求和变化。同
时，在互联网社交媒体平台的带动下，越

来越多的消费形态正在快速增长，成为经济增长的生力军。
为激活消费潜力、提振消费信心，近年来，我国各地立足本

地优势，聚力打造多样化消费场景，将美食、游览和文化体验等
多种元素融合起来，持续激发消费动能，释放消费潜力。现代
时尚的新元素、新场景、新玩法，成为越来越多年轻人的新选
择。消费者不仅可以沉浸式体验吃、喝、玩、乐、游、娱、购一站
式消费服务，同时也打开了城市潮流生活的新方式。

这些消费场景创新的有益尝试，不但旺了消费的人气，也接
了“地气”，有温度、充满烟火气的多种创新消费场景，必将为高
质量消费创新增添浓墨重彩的一笔。

本报讯 在工业和信息化部 12月 12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工业和信息化部规

划司副司长吴家喜表示，截至 2023 年 11 月，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总数达 178
家。前三季度，国家高新区生产总值达 12.33万亿元，同比名义增长 7.11%；国家高新

区新注册企业 57.63万家，占全国新注册企业的 22%，同比增长 18.59%，其中民营企

业占比超过 96%。 （辛 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