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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万静

  近日，中国消费者协会对外发布的《2023年

“双11”消费维权舆情分析报告》（以下简称《报

告》）显示，我国消费市场持续回暖，消费者需求

趋于多元化、个性化。今年的“双11”，比拼“价格

力”是商家营销主旋律，追求“性价比”成为居民

消费新趋势。然而，消费维权的问题仍然是社会

各界关注的焦点，维权问题主要集中在直播带

货乱象、商品质量问题、手机软件广告不良体

验、促销价格争议等方面。

直播和低价成热议话题

  中消协利用互联网舆情监测系统对10月20

日至11月16日的相关消费维权情况进行了网络

大数据舆情分析。结果显示，消费者反馈整体趋

于正向，直播和低价成为今年“双11”消费维权

热议话题，除优惠价格争议、假冒伪劣、售后服

务差等老问题外，价格垄断、软件开屏广告等也

给消费者带来不好的消费体验。

  《报告》披露，消费者主要依靠视频、微博、

客户端、新闻网站、微信、论坛等渠道，来反映

各类消费维权问题。值得关注的是，今年消费

者利用视频发布维权的信息量最高，占比

42.93%；其次是微博，占比24.61%；第三是客户

端，占比15.67%。这也从侧面反映出我国消费

维权渠道的“花样翻新”，新的传媒技术已经越

来越广泛地被消费者接受，并在实际的消费维

权中显示出不俗的“维权实力”。

  根据中消协监测数据显示，有关“直播带

货”负面信息达到156.5万条，占吐槽类信息的

47.99%，日均信息量5.59万条。相关信息量主要

集中在“双11”的前半段，10月25日达到峰值，

为9.47万条。“直播带货”负面信息涉及价格垄

断、低俗带货、虚假宣传等问题较为突出。

  《报告》披露的维权事例显示，“直播带货”

中的靠审丑发迹的主播正引起更多人反感。

  此外，“直播带货”涉及的商品质量“假冒

伪劣”问题也不容忽视。中消协监测数据显示，

“商品质量”相关的负面信息达87万余条，占吐

槽类信息的26 .6 8%。这些负面信息量集中在

“双11”初期，10月25日达到峰值，为5.56万条。

  除了“直播带货”问题外，今年“双11”消费者

吐槽的另一个“槽点”就是手机软件广告的不良

体验。人们热议的话题集中在手机软件广告诸多

强制跳转方式令消费者防不胜防，分外头疼。

  《报告》披露，近日有不少用户在社交平台

吐槽，称他们的手机常被“摇一摇”跳转广告打

扰，一不小心就会跳转到购物软件的“双11”专

场，不堪其扰。

促销价格争议仍是焦点

  今年“双11”期间，“促销价格争议”这样的老问题仍然是消费投诉的焦

点，主要反映的问题为商家、平台随意变更优惠政策、突发降价、不保价、诱

导消费者取消订单等。比如近日舆论高度关注的“iPhone15‘双11’最后两小

时降价”的事件，让不少“双11”活动前期购买iPhone15的消费者觉得被“价格

背刺”了。

  《报告》披露，有关“促销价格争议”的负面信息有6.38万条，占吐槽类信

息的1.96%，日均2277条，总体趋势波动上升，10月31日、11月10日、11月13日吐

槽集中出现，其中11月10日信息量最高，为4635条。

  中消协分析认为，今年平台、商家的套路化繁为简，同归于“低价”，但也

由此衍生出更多新的竞争。科技的进步、直播业态的发展，为消费者带来更

多便利，但其管理上的粗放和漏洞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消费者的购物体

验。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规则简化不等于无规则，商家诚信意识和契约精神有待提升。“价格力”

是今年各大平台强化用户黏性的关键，今年消费者对价格比任何时候都更

加敏感。然而，今年仍旧出现了付尾款后优惠政策调整甚至直接降价的情

况，消费者纷纷表示“遭遇背刺”。低价“血拼”背后，商家和平台都应认识到，

优惠政策的制定应遵循市场规律和契约精神，先提价再降价套路要不得，二

次降价的朝令夕改也会伤及消费者感情和品牌形象。

  越来越多新的平台和商家入场，政府对平台的帮扶和监管有待强化。今

年“双11”是中小商家参与最多的一次，也是互联网平台参与最多的一次，这

些“新鲜血液”底子相对薄弱。直播“翻车”乱象背后，有追逐流量导致的低俗

带货、虚假宣传，有渴求收益导致的假冒伪劣、退款纠纷，有制度不健全导致

的售后服务欠缺。商家和品牌既需要更加贴心的帮扶政策，也需要更为严格

的监管措施，以便在低价之外，寻求品质和服务的提升，适应消费多元化

趋势。

  引流广告应“便民”而非“扰民”，相关App行为必须加以限制与引导。今

年“双11”，消费者戏称“条条大路通电商”。频繁混乱的开屏广告跳转是一种

短视行为，或许可为消费者带来一定便利，但更多的是导致消费者的反感和

抵触。从广告投放者的角度看，这一做法或许可以获得一定的点击量，但消

耗的是用户的好感和信任。开屏广告治理在年初已有政策出台，但仍需电商

平台和App开发者、商家等达成共识、强化自律。

应确保消费者安心消费

  记者梳理发现，今年的“双11”消费维权舆情大多由平台、商家的“低价”

促销引发，平台、主播、商家和消费者为获得最大利益互相进行博弈，创新求

变，也符合当前经济环境形势的特征。

  中消协常务理事、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刘俊海认为，中国进入高质

量发展阶段，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总体上已经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

随着居民收入水平提高，消费结构从生存型逐渐向发展型、享受型过渡，老

百姓对商品与服务的品质、环保、安全等方面的要求也持续提高。在高质量

发展理念引领下，政府顺应民众消费升级趋势，大力促进绿色消费、智能消

费、健康消费。这其中不断完善消费环境、解决好各类市场消费纠纷争议也

是非常重要的一环。

  对此，《报告》也提出建议，未来的市场竞争需坚持精细化、制度化、规范

化，借助数字化和AI赋能的东风，为消费者提供更高性价比的产品、更加优

质的服务、更便捷的消费体验。平台和商家应瞄准“价格力”持续发力，坚持

合法合规，挖掘消费者需求，为消费者提供更具性价比的商品。同时，寻求

“服务力”提升，以更优质的服务和低价策略获取消费者青睐。

  平台应切实履行管理责任维护市场秩序。一方面，给予中小商家更多支

持，下调服务费用、提供扶持政策、进行专业培训，激发市场活力。另一方面，

对虚假宣传、价格误导等行为严格监管，清除直播带货乱象，提升主播职业

素养，营造公平竞争市场环境。

  监管部门应持续提升对直播带货领域的监管能力和水平。善用科技力

量，利用新兴技术开发监管新手段，进一步加强对平台、主播、商家等的规范

管理。警惕“价格垄断”“新式套路”，确保消费者安心消费。

  媒体应在引导消费行为和助力消费维权方面发挥更大作用。通过舆论

宣传引导消费者树立正确的消费观念，提高消费者辨别意识，增强对诱导消

费的抵御能力；不断拓宽消费者维权途径，关注社交媒体平台消费维权信

息，引导帮助消费者理性维权，为消费者提供更多权益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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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王春

□ 本报通讯员 陈萍 韩俊

  一场火灾的背后，是虚假消防检测报告

在掩盖隐患，而此类违法现象竟成了业界“潜

规则”——— 办案过程中，这一线索刺痛了检

察官。

  2023年4月，浙江省杭州市临平区人民检

察院对一起火灾事故案中的责任人员提起公

诉。调查发现，消防设施未起效是火灾迅速蔓

延的原因之一，而该场所的《建筑消防设施检

测报告》竟是虚假的——— 出具该份报告的消防

技术服务机构确实存在，但承接该业务的检测

员在收取了1500元服务费后，未经过实地检测

就出具报告，帮助该场所在验收环节蒙混

过关。

  “花钱能买到‘合格报告’，不少人都知

道。”犯罪嫌疑人的供述引起办案检察官的警

惕，从而将目光集中到消防技术服务机构这一

特殊的中介组织上。走访调查发现，自2019年消

防执法改革取消消防技术服务机构资质许可

制度以来，全省从业机构数量迅速增加，原来

只有100余家，最多的时候达到了近700家。

  “机构数量激增、鱼龙混杂，行业竞争变得

异常激烈。在利益驱使下，低价恶性竞争、注册

工程师挂证、出具虚假报告等违法行为屡禁不

止，使得安全评价流于形式，埋下隐患。”浙江

省消防救援总队法制与社会消防工作处处长

黄剑表示。

  揪出违规违法的机构，特别是出具虚假消

防检测报告的机构，需要司法机关与行政部门

共同发力。围绕这一命题，临平区检察院在上

级检察院的指导下，成立检察长牵头的工作专

班，着手研发构建数字监督模型，消除行政部

门之间的信息差，破除监管盲区。

  检察官走访了解到，省消防救援总队已部

署消防技术服务行业信息管理系统，沉淀了机

构、人员、项目等从业各环节的数据，并对违法

次数较多、从业能力和服务项目数量不匹配等

机构及时预警提示。在此基础上，检察机关与

消防部门全面合作，进一步梳理出机构的多种

异常情形，如被行政处罚后更名“换马甲”经

营、检测费用低于实际检测成本、接受委托出

具报告时间过短等，据此确定异常机构的排查

规则，形成异常机构数据库，再根据司法解释

中构成犯罪的情形，从上述数据库中找出监督

线索。

  “消防中介出具虚假检测报告类案监督

模型”在浙江省大数据法律监督平台上建成

后，汇集了全省数据51万余条，精准排查出异

常机构479家，刑事、行政、公益诉讼监督线索

500余条，覆盖全省11个地市，在全省检察机关

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竞赛中名列第一，并被

纳入浙江省检察机关数字监督办案指引（第

七批）和浙江数字检察“一本账S3”专项监督。

2023年10月，模型因监督成效显著，在全国检

察机关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竞赛中获评一

等奖。

  “根据办案发现的问题，以及数字监督模

型排查出的线索，在省、市检察院的指导支持

下，临平区检察院围绕强化问题源头治理，推

进社会消防技术服务行业有序发展，为平安

护航杭州亚运会和亚残运会提出治理建议。”

临平区检察院检察长高翔说。

  5月29日，浙江省人民检察院向浙江省消

防救援总队送达2023年“一号检察建议”，“蓝

光”专项行动正式展开。在这场针对消防技术

服务行业的联动治理中，刑事打击和行业治理

双管齐下，监督模型的数字化规则被转化为消

防部门监管预警规则，在协同治理中发挥了重

要作用。

  自专项整治以来，全省消防救援机构共

查处不具备从业条件的机构33家，出具虚假

报告机构15家，受案办理行政处罚145起，罚款

231万元。对违规“挂证”和在虚假报告上签字

的27名注册消防工程师给予注销注册，三年

内不得执业。4家涉嫌犯罪的机构被移送司法

机关处理。

  “消防安全，事涉各行业，事关千万家。办

案的结点并非监督的终点，接下来我们还将

继续深化行刑衔接，从源头上破除行业乱象，

让中介机构真正沉下心来，回归到消防服务

中去。”浙江省检察院第二检察部主任王宪

峰说。

杭州临平：大数据监督破除消防中介“潜规则”

53.9%的职场人员正从事兼职 有人因此被冷落降薪乃至辞职

下班回家搞副业到底行不行？
□ 本报记者   赵丽

□ 本报实习生 万鹏

  前几天，一个午休时间，兼职做读书博主

的张芳（化名）使用所在单位电脑，整理其社交

媒体账号上的一些事务时被老板看到，老板当

即批评她上班不务正业，滥用公司资源。这让

张芳很委屈：“午休时间不应该是我自己的时

间吗？”

  近期，关于“打工人做副业是对还是错”的

话题引发社会热议。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与智联招聘联合发布的《2022雇佣关系趋势报

告》显示，有53.9%的职场人员正在从事兼职，这

一比例在“00后”受访者中达到54.5%。智联招聘

发布的《2022年白领满意度指数调研报告》也显

示，2022年有59.1%的白领在搞副业，占比大幅

高于2021年的32.1%。

  《法治日报》记者近日采访发现，很多职场

年轻人都考虑过做副业，其中不少人正在做副

业，有人因此获利、暗自得意，也有人因为做副

业而被领导或同事“说闲话”，被冷落、扣绩效、

降薪甚至被迫辞职。多位受访者提出，主业和

副业如何划清边界也是个难题。

  受访专家表示，在不违反劳动合同义务的

前提下做副业是合理合法的。如果公司发现劳

动者从事副业或兼职，不能立刻解除劳动合

同，除非其副业或兼职给本单位利益带来了损

害。公司在遇到员工进行副业或兼职的情况

下，应当积极沟通协商解决，采取侮辱或“挤

兑”的方式是不妥的。

因从事副业被排挤

被指工作量不饱和

  辽宁大连市民王敏（化名）在一家事业单

位从事后勤工作，除了上班外他还经营着一家

网店。

  “其实也赚不了多少钱，一个月可能就卖

几十单。”王敏告诉记者，她的主业和副业完全

没有关系，而且自己都是在下班后或午休时间

处理网店的事，但自从这件事被领导知道后，

便处处针对自己，“领导经常在别的同事面前

嘲讽我，说‘副业随便一做，就能赚好几万’”。

  “有时午休时间，大家聚在一起聊天的时

候，领导还会特意走到我面前，说‘怎么感觉你

的心思和精力都不在工作上，不要光想着做副

业了’。”王敏说，面对这样的“嘲讽”，她很无

奈，“其实自己的工作根本没有因为做副业而

受影响，该干的工作都按时完成了”。

  浙江杭州市民吴凯（化名）也有相同的遭

遇。他的副业以剪辑视频、撰写文章为主，每月

收入多则上万元，少则四五千元。

  “以前的领导比较欣赏我，同组的氛围也

很融洽，就跟其他同事说过‘因为房贷压力大，

偶尔做做副业’，大家都表示理解。但部门更换

领导后，瞬间就‘变天’了。”吴凯说，新领导上

任后开始严抓考勤，在没有跟他商量的情况

下，直接将另外一名同事一半的工作量交给他

来做，理由是那名同事非常忙。

  面对吴凯的不解，领导回复称，“听说你一

直在做副业，看来你在公司的工作量不饱和，

还有精力去外面找活”。在那之后，吴凯的工作

量增加了很多，经常加班加点，再也没有精力

去搞副业了。

  还有职场人，因为搞副业而被取消涨薪甚

至被迫辞职。

  在北京工作的王涛（化名）说，老板和同事

得知他在做副业后，针对了他两年，最终他不

得不选择辞职，“言语上的冷嘲热讽也就罢了，

涨薪、升职都轮不到我，我实在受不了了”。

  据了解，副业又称为双重劳动关系或双重

用工关系，是指人们利用业余时间从事的兼职

或第二职业。在一些受访的搞副业的职场人士

看来，主业和副业之间并无冲突，例如，他们有

的人主业是会计、副业是网约车司机，有的人

主业是办公室文员、副业是网络主播，有的人

主业是销售、副业摆摆地摊，从事副业通常在

下班后。

  他们搞副业的初衷，要么是迫于经济压

力，想增加一些额外收入；要么是不满意本职

工作，需要寻找新的出路；抑或自认有多余的

时间精力和明确的兴趣爱好，希望能靠本事

变现。

  在不少人看来，兼职、副业算是一个辅助，

是减轻家庭经济压力的一种积极向上的生活

方式。支持搞副业、兼职的职场人认为，如果现

有工作暂时没有上升空间，薪资也趋于平稳，

那么最适合提高收入的方式就只有副业、

兼职。

  反对的声音也不少。采访中，3名在不同行

业从事中层以上领导岗位的负责人一致认为，

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员工做副业势必需要投入

相应的时间和精力，极有可能影响主业。如果

副业和主业有关，对公司的利益也可能会产生

负面影响。

不能影响主业工作

违约可以解除合同

  “工作时间利用本单位的设备去做副业或

第二职业是违规的。”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法学

院学术委员会主任沈建峰认为，而午休用餐时

间做副业是否违规，需要按照非工作时间兼职

的规则来处理。

  在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副教授张丽云看来，

一个合理的边界是两份工作不能互相侵扰。如

果构成实质性损害的话，前一份工作的雇主有

权力对劳动者加以一定的惩戒，这种惩戒包括

减薪、降薪甚至解除合同。 

  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律师孙鹏认为，

如果劳动者跟一个单位确立劳动关系时，还跟

另外一个单位建立了劳动关系，构成双重劳动

合同。在原公司同意的情况下不存在法律问

题，但如果两边产生冲突，并且对原单位的工

作产生影响，在原单位制止后仍不改正，则可

能涉及违约，单位有权解除合同。

  “在工作时间内，未经同意就利用工作单

位的资源也可能涉及违约，该资源包括电子设

备等有形资源和公司的影响力等无形资源。”

孙鹏说。

  沈建峰认为，双重劳动关系或双重用工关

系是不违法的，不能因此解除劳动合同。当员

工出现第二职业或兼职时，给本单位带来了损

害，或单位提出拒不改正的情况下才可以解除

劳动合同。

  “因搞副业而给员工‘穿小鞋’，或者内部

采取各种措施来针对劳动者的行为是不可取

的。如果劳动者最终的评价结果是合格以上或

称职以上，雇主就不能对劳动者进行惩戒。如

果因做副业确实影响到了主业工作，劳动者应

当重新评估这份工作的意义和选择，雇主也有

权力对其进行沟通、警示等。”张丽云说。

应当遵守职业道德

全面履行合同义务

  如果因业余时间做副业而被公司辞退，法

律站在企业这边，还是劳动者这边？

  在孙鹏看来，在灵活用工的背景下，干副

业在当今社会屡见不鲜，给劳动者增加经济权

益的同时，也给一些企业的用工管理带来了挑

战。比如，有的劳动者占用主业时间“顺带”从

事副业，还有的劳动者利用业余时间从事副

业，而企业对此往往存在认识误区，即认为劳

动者只要“一心二用”，工作之外干着别的“买

卖”，就可以立即解除劳动关系，由此也引发了

诸多劳动争议。

  “在实践中，有人因为干副业而被公司辞

退，其依据就是公司的规章制度。比如，有的公

司规定非常严格，无论是不是在工作时间内，

一律不允许员工从事副业。”孙鹏说，如果属于

专业的技术人员或者特殊行业，这种要求是合

法合规的；如果只是普通工作人员，要看是否

在劳动合同里有明确约定，如果劳动合同已经

约定，并经过双方同意，则有法律效力。

  张丽云认为，如果两份职业发生冲突，那

即意味着两份劳动合同发生了冲突，会伤害一

方雇主的利益。作为诚信的劳动合同履行者，

劳动者必须做出调整和修正。“出现这种情况，

雇主和雇员如果能够进行善意的沟通，促成问

题解决是最好的。如果解决不了，那么双方之

间可能会面临解除合同的问题，劳动者也可以

选择辞职或者放弃第二职业。”

  沈建峰认为，完整的、有效的履行劳动义

务是必要的。对于一个单位来讲，最简单和直

接的方式就是在劳动合同里约定禁止兼职或

者做副业，并在用人单位规章中对违规兼职的

法律后果进行明确。

  “当劳动者的主业和副业发生冲突时，雇

主有权利制止劳动者继续从事兼职或第二职

业，但是其方式方法需要合理合法。”沈建峰

称，当违反了涉及副业相关劳动合同后，雇主

可以要求其承担相应的责任。但是如果雇主采

取侮辱甚至“挤兑”的方式去对劳动者进行逼

迫，则是违规的。

  在沈建峰看来，劳动者有余力、有时间去

做兼职或第二职业并不为过，但应当遵守职业

道德，全面履行自身的劳动合同义务。

漫画/李晓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