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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见习记者 张守坤

□ 本报记者     韩丹东

  7月2日17时许，北京南站二层候车室。张女士带着4岁

的儿子候车时，孩子突然嚷嚷着要上厕所。原本张女士准

备带孩子上女厕所，结果发现北京南站设置了第三卫生

间，于是带孩子进入第三卫生间解决了如厕问题。

  “这真是解决了家长的大麻烦！我独自带儿子出门，

经常碰到上厕所这一难题。带男娃去女厕所，总有诸多

不便，而且孩子也慢慢有了性别意识。第三卫生间很好

地解决了这一难题。”张女士对《法治日报》记者如是说。

  张女士遇到的难题，很多人都曾经历过：异性家长

单独带孩子出门，一起上厕所时可能遭到异样的目光，

而让孩子一个人上厕所又存在安全隐患。最近，“如何看

待妈妈带男童进女厕”还一度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

  为解决这一问题，近年来，不少地方积极落实住

房和城乡建设部修订的《城市公共厕所设计标准》，探

索在医院、商业区、交通枢纽区域、景区等公共场所设

置第三卫生间。

  所谓第三卫生间，是指在厕所中专门设置的、为行

为障碍者或协助行动不能自理的亲人(尤其是异性)使用

的卫生间，主要是指女儿协助老父亲、儿子协助老母亲、

母亲协助小男孩、父亲协助小女孩等。第三卫生间内一

般有独立结构，人在里面互不妨碍，并配有相应的适用

于残疾人的设施。

  目前，第三卫生间设置情况如何？使用率怎样？推

广第三卫生间需要解决哪些难题？带着这些问题，记

者进行了深入调查采访。

避免尴尬提供便利

第三卫生间需求大

  6月12日，端午节假期的第一天，

安徽省宿州市国购广场人头攒动。

在一处公共厕所外，记者统计发现，

当天上午一小时内，就有5位妈妈

带 着 三 四 岁 的 男 童 去 女 厕 所

如厕。

  “没有办法。本来想找个男

保洁员来帮忙，但一时没找到，

孩子又着急上厕所。说实话，男孩子上女厕所，确实让

人有些尴尬。”其中一位妈妈刘女士对记者说，如果有

独立的第三卫生间，自己肯定会带孩子去第三卫

生间。

  记者注意到，当天还有一位男性家长，委托一位

刚从厕所出来的女士帮忙带自己4岁的女儿上厕所。

“女娃上男厕所就更不好意思了。我平时单独带孩子

出门，都要求孩子先上个厕所，今天孩子喝水比较多，

就遇到了上厕所的难题。”这名男性家长无奈地说。

  对于异性父母带孩子上厕所的问题，记者近日在

北京、天津、安徽等地走访调查，随机采访的数十位路

人中，绝大多数持理解的态度，但同时也提出，如果孩

子较大，已经超过五六岁或个子比较高，为保护隐私、

避免尴尬，还是应当让其独立上厕所或请他人帮忙。

  也有受访者明确反对异性父母带孩子上厕所。

“有的孩子好奇心大，到处看，还问一些问题，令人很

不舒服。我以前就碰到过，还发生过口角。”在天津大

悦城，一位女士对记者如是说。

  大家普遍提出，商场、旅游景点等公共场所，应当

设立类似第三卫生间这样独立、私密的卫生场所。

  除了异性父母单独带孩子出门上厕所难之外，记

者采访发现，异性子女单独带年龄大、行动不便的父

母外出时，也会遇到类似的难题。

  “有一次，我推着我妈在公园遛弯时，她突然闹肚

子。我妈年过七旬，又行动不便，而公园的厕所仅分男

女厕，还好当时有保洁阿姨帮忙。”北京市民张先生回

忆说，类似的情况之前遇到过几次，出去旅游、逛商场

都发生过，确实不方便。

  一位长期关注跨性别群体的业内人士核桃（化

名）告诉记者，跨性别群体对第三卫生间也有现实需

求。跨性别者在以心理性别着装和生活时，如厕也会

面临道德与法律的困境。“比如对男跨女的跨性别者

来说，他的心理是女性，但身体特征是男性，他不愿去

男厕所，但去女厕所又会被当成变态或异装癖。”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第三卫生间应运而生。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法学院教师李静对《法治日

报》记者说，第三卫生间属于特殊需求，但并不小众。

“不管是去游乐园、商场还是景区，异性父母带着

孩子的情况都比较常见，如果条件

允许，不带孩子去异性厕所是最好

的选择。而对于有需要的其他家人

来说，第三卫生间也给他们提供了

一个更好的选择。”

  人性化是现代化城市建设所考

虑的首要元素之一，第三卫生间的

设立能够充分彰显城市管理的人性

化。在李静看来，第三卫生间既能保

障孩子安全，又能保护旁人隐私，避

免性别尴尬，体现了城市社会服务

的精细化。

数量不足认知度弱

标识模糊利用率低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很多人在谈到异性父母带孩

子上厕所难时，都能产生一定的共鸣，认为应当设置

类似第三卫生间的卫生场所。但同时很多人都没听说

过第三卫生间，也没有使用过第三卫生间。

  实际上，早在2016年年底，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修

订的《城市公共厕所设计标准》就要求，城市中的一类

固定式公共厕所，二级及以上医院的公共厕所，商业

区、重要公共设施及重要交通客运设施区域的活动式

公共厕所，均应设置第三卫生间。

  2016年12月，原国家旅游局发布《关于加快推进

第三卫生间(家庭卫生间)建设的通知》，要求全国5A

级旅游景区都应配备第三卫生间。

  但记者走访北京、天津、安徽等地的多个商场、室

外公共厕所、交通枢纽站、体育馆发现，第三卫生间的

数量相对较少。据媒体报道，截至2018年年底，即便是

上海这样的大都市，公厕第三卫生间的配置比例也仅

为14%。

  6月24日，记者来到北京市朝阳区某医院，在就诊

大楼转了一圈发现，该院仅设置了一般的男女卫生

间，男士卫生间里设置了一个无障碍厕位。有异性子

女带年老的父母来上厕所，有的老人行动缓慢，但也

只能自行上厕所。

  6月28日，记者来到天津大悦城，经咨询商场服务

人员得知，这里二层南区和四层设有母婴室和亲子卫

生间，都能够作为第三卫生间使用。但记者走访了商

场一至五层公共厕所，均未发现上述设施。无障碍卫

生间也不是每个楼层都设有，且多个无障碍卫生间出

现不亮灯、正在维修等情况。

  当时商场人很多，许多家长都带着孩子，其中不

乏异性家长。大家上厕所的办法基本一致：请保洁员

或店员带自己的孩子去上厕所，实在不行就自己带。

  谈到第三卫生间，不少人将无障碍厕所视为第三

卫生间。

  四川大学法学院教授周伟介绍说，无障碍厕所和

第三卫生间在建设标准、设计、标识以及适用人群等

方面都有所差别。例如，无障碍厕所会配有专门的无

障碍设施，如安全扶手等，而第三卫生间的建设标准

与此并不相同。

  而一些公共场所即便设置了第三卫生间，也存在

使用率不高的情况。

  6月21日，记者走进北京地铁五棵松站第三卫生

间内看到，里面除了有便于残障人士如厕的扶手外，

还专门设置了儿童如厕空间，配置儿童马桶，安置了

婴儿护理台，设施齐全。记者在外观察了半个小时，没

有乘客进入第三卫生间。

  保洁人员介绍说，平日里很少有人使用这个卫生

间。几位带孩子的家长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自己根本

不知道地铁站里有第三卫生间，也不知道第三卫生间

有什么功能和作用。

  此外，记者注意到，一些第三卫生间还存在标识

模糊、锁着门、里面堆满杂物等情况。

  不少设有第三卫生间的场所只有无障碍卫生间

的标识，还有些只有一般卫生间的标识，如果不走到

厕所内部，就不会知道厕所的具体配置。如天津大悦

城有些楼层的公共厕所，上面明明有无障碍卫生间的

标识，但进去后发现只有带着台阶的男女厕所。

  在天津一商场，有保洁员告诉记者，第三卫生间

的使用人数不多，里面设施又多，容易损坏且打扫起

来比较麻烦，于是逐渐被荒废了。

关注成本空间问题

积极寻求多种方案

  公共厕所是反映城市文明的一个重要窗口。随着

“厕所革命”的深入推进，各地各部门越来越关注第三

卫生间的问题，用实际行动为民办实事。

  河北保定近期以创建卫生城市为契机，新建改造

城市公厕347座，第三卫生间等成为标配，让品质生活

更“方便”。去年，山东济南天下第一泉风景区完成了大

明湖景区烟雨堂、超然楼和南丰祠、明湖居以及趵突泉

景区南门5处卫生间的改造提升，主要包括墙地面更

换、增加女厕位数量、新风系统、增加第三卫生间等。

  据交通运输部消息，自今年6月8日起至12月31

日，交通运输部将从增加厕位数量、完善卫生设施、加

强保洁管理等方面，持续深化公路服务区“厕所革命”

专项行动，合理增设第三卫生间，完善儿童如厕设施，

满足异性家人陪侍使用需求。

  就如何进一步推进第三卫生间的建设和使用，多

位受访者提出，除了加大建设力度之外，还要做好宣

传工作，让大家知晓第三卫生间的存在和功能；要设

计浅显易懂的指示标识，张贴在人们容易看到的地

方；要及时对第三卫生间的设施设备进行保养维修，

做好清洁工作。

  周伟分析指出，空间和成本是设立推广第三卫生

间的重要考量因素，如果这两个问题不解决，那么第

三卫生间的推进将举步维艰。

  李静则认为，第三卫生间的推广既有观念上的问

题，又有法律上的问题。“以无障碍厕所为例，《无障碍

设施建设条例》已经出台多年，各省市都有无障碍设

施建设条例，但直到近几年才有所发展，因为以前很

多人并没有认识到建设无障碍厕所的必要性。而推进

第三卫生间建设，更加需要转变观念和加强宣传。同

时，第三卫生间的政策性导向明显，但缺少法律法规

支持。如果地方立法时能考量到第三卫生间，就会更

加有利于推广。”

  李静建议，在建设和改造过程中，可以将无障碍

卫生间和第三卫生间合并，根据双方的建筑和设计标

准进行调整，不仅能够节省成本，还不浪费空间。既设

立男女厕所，又设立无障碍卫生间和家庭卫生间，这

在一些地方很难做到，而建设或改造一个综合的第三

卫生间，可行性较大。

  在李静看来，第三卫生间应当成为公共场所的标

配，标识应该统一和醒目，可考虑用男女、孩子加上坐

轮椅的人作为标识，方便人们识别。

  周伟则建议，推动第三卫生间建设需要双向发

力，首先要让更多的人了解第三卫生间是什么、有何

需求；其次相关部门在了解社会需求后，有的放矢制

定相关政策。

  而对于跨性别者群体，核桃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第三卫生间内部的功能设计和普通卫生间没有太大

区别，因此设置无性别卫生间是一种很好的选择。不

分性别，都是小隔间，做好每个隔间的封闭性和隐私

性，大家都能使用，可以提高使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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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妈妈带男娃上厕所不再难

  ● 近年来，不少地方积极落实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修订的《城市公共厕所设计标准》，探索在医院、商业

区、交通枢纽区域、景区等公共场所设置第三卫生间

  ● 目前，第三卫生间的数量相对较少，即便有的公共场所设置了第三卫生间，也存在使用率不高、标

识模糊等情况

  ● 空间和成本是设立推广第三卫生间的重要考量因素，如果这两个问题不解决，那么第三卫生间的

推进将举步维艰

公共场所第三卫生间建设使用情况调查

中消协秘书长解读“618”消费维权舆情分析报告

整治营销短信泛滥须强监管立规矩
□ 本报记者 侯建斌

  “618”开场10分钟，京东支付交易笔数同比增长

超100%；天猫首小时成交额同比增长100%；联想全网

销售额两分钟突破1亿元；美的集团全网总销售额32

分钟突破10亿元……今年“618”再次用亮眼的数据印

证了国内市场潜力大、韧性强、后劲足的良好势头。

  国家邮政局监测数据显示，今年“618”活动期间

（6月1日至6月20日），全行业揽收快件超65.9亿件，与

2019年同期相比增长84.16%。

  近日，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2021年“618”消费维

权舆情分析报告》（以下简称《报告》），对6月1日至6月

20日相关消费维权情况进行网络大数据舆情分析，监

测期内共收集消费维权负面信息5.7万余条，同比显著

下降。

  《报告》认为，从消费舆论场的“吐槽”数据来看，

今年“618”的热度贡献值相对较低：“史上最低调”“似

无存在感”等成为网民“618印象画像”的关键词、高

频词。

  在中国消费者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朱剑桥看来，

今年“618”或将成为电商行业告别无序竞争的拐点，

不断“破圈”的供给端与不再冲动的消费端正加速回

归理性，网络消费生态稳健向好趋势愈发明显。

违规发送营销短信

退订依旧如期轰炸

  《报告》认为，与聚焦新消费、激活新动能、着力新

品牌的网络大促新变化、新态势截然不同，今年“618”

促销活动期间的消费负面信息集中表现在产品质量、

假冒伪劣、营销短信骚扰、快递和外卖配送等传统“槽

点”上。

  比如，营销短信扰民问题再次抬头。今年5月下旬

以来，部分电商平台违规发送营销短信扰民问题开始

呈现上升态势。

  工业和信息化部6月16日发文称，部分电商平台

企业未充分核实注册用户意愿，“默认”用户同意，擅

自发送“618”商业营销短信，引发相关用户投诉，违反

民法典、《通信短信息服务管理规定》，侵害用户合法

权益。

  此前，针对电商平台“618”短信营销行为，工业和

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召开行政指导会，警示电商

平台企业规范营销短信发送行为，强化行业自律。

  不过，“618”电商大促前夕，仍然有很多消费者收

到大量广告短信，大部分来自曾经网购过的网店。《报

告》显示，监测期内收集有关广告短信类负面信息近

6.5万条，相关负面信息在6月17日较多。

  朱剑桥认为，广种薄收式的短信营销轰炸技术

含量低、骚扰频次高，监管机构及时关注用户“痛

点”，以法律法规、行政约谈等多种方式对短信营

销行为画红线、立规矩，以期为公众短信收件箱

“减肥瘦身”，维护用户相关权益。不过，总有部分

经营者屡屡试探合规经营刚性要求的“柔性”底

线，与规则讨价还价、向制度要缓冲余地，不见枷

锁不止步、不觉疼痛不收手。

  即使消费者多次回复“TD”（退订），吆喝甩卖却

依旧如期“轰炸”。朱剑桥表示，事实上，这种低成本制

造“信息垃圾场”的短视行为就算偶有收益，但其“变

现”能力其实相当有限，更多的还是惹人烦、讨人厌，

最终必将遭人弃。

外卖快递配送不畅

影响客户消费体验

  5月31日，安徽合肥的刘女士在某平台点了一份

外卖，不曾想惹了许多烦恼。配送时间已过，外卖小哥

却迟迟未到，但平台显示已经送达。其间，刘女士多次

打电话询问情况，但外卖员一直找各种理由搪塞，直

到40分钟后，该外卖员才姗姗来迟。让人意外的是，外

卖员到达目的地后，直接将外卖往刘女士面前一丢，

转身就走，态度十分恶劣。视频曝光后，立即引发公众

热议。

  因配送引发的争议并非个例。6月7日，有网友曝

出，在广西贺州，人们在快递点取件时被额外加收2元

到5元费用。工作人员称，不付费取件，他们将把快递

退回。

  《报告》显示，监测期内收集快递、外卖配送类负

面信息6.3万余条，负面信息在6月2日出现峰值。消费

者吐槽较多的配送类问题主要有：不送货上门、乡村

取件加收快递费等。

  配送是网购、外卖等互联网消费的“最后一公

里”。朱剑桥说，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快递员、外卖配送

员是商品与服务和消费者“见面对话”的“窗口”和“前

哨”，其服务态度直接影响客户消费体验。送货不上

门、擅自放快递柜等问题虽多次明令禁止，但仍被诸

多消费者吐槽。

  朱剑桥表示，线上商品集中大促期间，下单付款

收货的消费行为模式或许不会改变，但因商品品类、

体量不同，消费者在线时间与接收地址等因素带来的

消费者收受的线下场景却可能会发生改变。

  “部分电商平台对促销期间产品与服务从‘送

出去’到‘接过来’的全链条、全环节监督追踪意识

和方式方法必须不断改变。”朱剑桥强调，无论是

平台商家还是投递网络，都不能只注重向“送出

去”要效率，而无视用户“接过来”的感受；不能只

注重上游供给端的渠道完善，而忽略下游消费端

更多、更细、更复杂的投递链条的有效畅通及其映

射出的品牌温度。

监管重拳掷地有声

促销市场风气大变

  “6 1 8”消费舆情是特定场景下消费者情绪与

意见场域的晴雨表、风向标。今年“6 1 8”期间消费

舆情表现出的新变化值得关注，比如系列监管组

合拳掷地有声引起的风气之变。朱剑桥说，无论是

7部门联合下发的《网络直播营销管理办法（ 试

行）》“紧箍”，还是招招重拳、铁腕式的反垄断政

策，无不彰显相关监管部门对平台合规经营的约

束决心与凌厉手段。

  朱剑桥说，网络促销市场风气之变化，供需两

端都能切实感知到：一方面，“二选一”销声匿迹的

“618”让以往被习惯性忽略的商家成为聚焦对象，

延续多年的电商大促有了新的视角、新的选择；另

一方面，简规则、弃套路、求黏性、换人心的“消费

者（会员）争夺与留驻”策略，正不断激活消费者的

“剁手”意愿。

  此外，消费舆情显示，消费者面对促销诱惑从“盲

目冲动”、吐槽“剁手”到理性围观、审慎出手的消费行

为之变。朱剑桥透露，被“潜规则”算计后的郁闷与不

满、被“算法”“玩法”套路后的气愤与失落，最终将影

响消费者的行为选择。

  朱剑桥表示，新的生活消费方式带来的存量需求

迁移和增量内需塑造的势头愈发清晰，而越来越多的

消费者面对商家的“红绣球”，选择审慎理性、积极智

慧的“躺平”，这一强烈的反差正倒逼平台与商家正本

清源、回望初心。

  对于消费市场的未来发展，中消协在《报告》中提

出三点建议：

  首先，从严格监管、智慧监管的效能提升着力。一

方面，向常态监管要守正成果，靠科技手段求创新效

能。坚持底线思维，依法从严查处。执法行动“牙尖齿

利”，营销行为才能“循规蹈矩”。另一方面，要处理好

发展和规范的关系，既要拿出应有担当、果断处置违

规企业，让其体会到“切肤之痛”，又需包容审慎，于细

微处扶正祛邪，从端倪里正本清源，让制度的善意光

辉与严苛锋芒同频共射。

  其次，无论平台还是品牌，既要持续渠道拓展与

流量提升，更要着力打通用户需求入口与线上线下渠

道；既要通过流量互动丰富入口，延伸线上线下体验，

更要坚定“以消费者为中心”理念，让有温度的新模式

实现对有意愿的“新”用户的唤醒，让有诚意的新规则

赢得有潜力的“老”网民的真认同。

  最后，法律法规的修订与完善既要有的放矢，又

要“见血封喉”；消费者教育与引导既要讲求时效，又

要让受众喜闻乐见。总的目标就是既能武装执法者、

鼓舞监督者，又能警示经营者、消费者。相关主体积极

履职尽责、超前谋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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