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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准入门槛

消费品测评机构鱼龙混杂

日前， 有网友在挑选防晒衣时参考了一家第三方消费品
测评网站， 却发现该网站推荐的一款产品曾被曝光虚标防晒
指数。 近些年国内涌现出多家第三方测评平台，通过对产品测
试评级，在质量、价格、服务等方面为消费者提供购物决策的
参考。 记者调查发现，目前第三方消费品测评机构或个人鱼龙
混杂，反而让消费者不知所措。

记者在多家第三方测评网站搜索防晒衣 ，找到了 3 份
不同的测评榜单 。 在这些测评中 ，入选测试范围的商品品
牌有所不同 ， 同一品牌产品在不同榜单中的测试结果也
不尽相同 。

据悉， 目前第三方消费品测评的测试方法并没有统一标
准。 比如，有的测评机构关注产品安全性，与实验室合作，着重
对食品、母婴产品中的成分进行检测；而有的机构主打“评测
团”，以众包的形式邀请用户参与评测，在评测维度中更注重
用户使用体验的反馈；还有不少自媒体、个人博主打着“测评”
的旗号，仅根据产品使用感受进行比对、推荐，并没有专业的
成分和质量检测过程。

业内人士指出，民间消费品测评机构通过自立标准，给商
品做评级、认证或推荐，是最容易变现的模式。 “自立标准”意
味着此类机构在检测指标选择和权重设置方面有一定的 “操
作空间”。

2017 年 3 月 ，测评机构 “优恪网 ”发布报告 ，指出德芙
丝滑牛奶巧克力在德国实验室中被检出矿物油含量偏

高 。 随后被证实 ，矿物油 “超标 ”的标准本身由该网站自
定 ，引发争议 。

今年 5 月 ，锤子科技发布坚果 R1 手机 ，科技测评媒
体 ZEALER 随后发布了测评视频 。该测评指出 7 个问题 ，
但被锤子科技 CEO 罗永浩指责测评不公正和不客观 。 此
前 ， 两方曾就锤子科技的某款手机的评价在网络上展开
对峙 。

有报道指出 ， 不少手机测评者之所以能快速拿到产
品 、最短时间内写出测评 ，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厂商对他们
的支持 。

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赵占领告

诉记者 ，第三方测评机构可帮助消费者在购物时进行选择
和决策 ，同时也对企业形成一种监督 ，促使企业及时发现
自身产品存在的问题 。 但因为测评行业没有准入门槛 ，甚
至一些个人博主也进行测评 ，可能会导致鱼龙混杂 。 有些
测评机构或个人基于利益关系或专业局限 ，测评结果的客
观性可能存疑。 第三方测评机构要保证公正性、独立性，最
主要一点就是测评机构及测评行为不能单纯以营利为目

的，同时建立一定的准入门槛。 此外，要对测评行业进行立
法或者制订相关标准。

（据新华网）

协同治理

共享经济想要健康良性

的发展 ， 离不开用户这一核
心。 业内人士指出，一段时间
以来 ，在共享单车 、网约车等
领域 ， 用户信息泄漏或被不
正当利用 、用户押金退还难 、
投诉得不到解决等一系列用

户权益保护难题不断凸显 ，
困扰着不少消费者。

针对这些问题，《通知》指
出，依法依规强化对平台企业
收集 、保存 、使用 、处理 、共
享 、转让 、公开披露 、向境外
提供个人信息等行为的监

督 ， 督促平台企业运用匿名
化 、去标识化等技术手段 ，提
高个人信息保护水平 ， 防止
信息泄露 、 损毁和丢失 。 同
时 ， 推动平台企业与全国信
用信息共享平台进行对接 ，
支持各地相关机构及时将掌

握收集的共享经济平台企业

的无证无照经营 、虚假宣传 、
押金投诉等违约信息在 “信
用中国”网站公开公示。 平台
企业要建立便捷的消费者评

价和投诉处理机制 ， 加强消
费者权益保护。

“随着监管的持续创新
与不断完善 ， 多方参与的协
同治理体系建设将加速推

进 ， 这有助于推动共享经济
发展逐步走向规范化 ， 进而
为共享经济健康良性发展营

造良好氛围 。 ”郭夏说 ，从未
来的发展趋势来看 ， 共享经
济依旧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
不少领域还有待开拓 。 在发
展与监管并重的基础上 ，共
享经济在快速发展的同时将

实现更好发展。
（据新华网）

未来 5年有望保持年均 30%以上高速增长

共享经济发展要快更要好
从共享交通工具到共享住宿、餐饮、护理，共享经济在飞速扩展的同

时，也出现了个人信息泄露、资源浪费、不公平竞争等问题。 共享经济如何
实现良性发展？ 近日，国家发改委办公厅、中央网信办秘书局和工业和信息
化部办公厅联合印发《关于做好引导和规范共享经济健康良性发展有关工
作的通知》，强调要审慎出台新的市场准入政策，实施公平竞争审查制度，
严肃处理违法违规经营行为。

7亿多人共享
近年来，共享经济发展迅

速并已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发

展的生力军。 相关数据显示，
2017 年中国共享经济市场交
易额约 4.9 万亿元， 比上年增
长 47.2%。 2017 年中国参与共
享经济活动的人数超过 7 亿
人， 比上年增加 1 亿人左右。
其中，共享经济平台企业员工
数约 716 万人 ， 比上年增加
131 万人， 占当年城镇新增就
业人数的 9.7%，这意味着城镇
每 100 个新增就业人员中，就

有约 10 人是共享经济企业新
雇用员工。

国家信息中心分享经济

研究中心预计，未来 5 年中国
共享经济仍有望保持 年 均

30%以上的高速增长。农业、教
育 、医疗 、养老等领域均有可
能成为共享经济的新“风口”。

此次出台的 《通知 》从构
建综合治理机构、推进实施分
类治理、 压实企业主体责任、
规范市场准入限制等 11 个方
面，对共享经济的发展做出了

规范。
北京大学中国战略研究中

心特邀研究员郭夏表示，共享
经济如今已经发展成为一种潮

流，其快速发展显示了中国经
济巨大的活力与潜力。 但同时
也应看到，当前共享经济发展
仍面临不少挑战，包括个人信
息泄露、用户权益保护难、野蛮
生长、不正当竞争等多个方面。
如何较好地解决这些问题，对
共享经济持续健康发展至关重

要。

加强监管

“对于共享经济的发展，
相关部门一直坚持包容审慎

的监管原则。 对此我们需要有
一个清晰的认识：包容审慎并
不意味着任其发展、不监管。 ”
郭夏表示，本次出台的《通知》
在多个方面强调了 “监管”一
词，这符合当前共享经济发展
的现实需要，主要是要遏制当
前共享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

的一些不良势头。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政策

与经济研究所所长鲁春丛认

为，目前，共享经济发展中存在
很多不规范现象，比如共享单
车无序投放、网约车审核不严、
在线短租虚假房源等，这些问
题背后的具体原因复杂多样，
但平台企业主体责任落实不到

位是共同原因。

《通知》在压实平台企业主
体责任方面提出了非常具体的

要求：督促平台企业完善安全
保障机制，切实保证消费者人
身和财产安全；采用人工智能、
大数据等技术手段与人工审核

相结合的方式，强化身份核验
和内容治理；构建科学合理的
交易撮合机制及定价机制，保
证交易公平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