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受访者遭遇的不诚信经营现象
（前十名）

广告虚假宣传

虚假促销

售卖假冒伪劣产品

捆绑销售

价格欺诈

不诚信经营等现象比较突出的消费场所
（前十名）

网络团购平台

微商微店

电视购物

街边店铺便利店

大中型商场

50.7%

29.7%

24.7%

19.0%

15.6%

45.5%

26.4%

20.3%

12.8%

6.2%

个人信息泄露

诱导交易

服务承诺难兑现

霸王条款

商家杀熟

直播带货

综合性网上购物商场

网络快递平台

集市

超市

40.3%

29.7%

19.4%

15.7%

14.3%

38.0%

24.6%

13.2%

8.3%

6.1%

为及时了解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
全省消费现状、相关防控措施对消费的
影响、消费者对诚信经营和消费公平的
诉求以及对消费升级的认知等，3月上
旬，四川省统计局社情民意调查中心组
织开展了四川“3·15”消费者权益日专
项调查。

3月14日，四川省统计局正式发布
《网购公平需加强监管 消费升级重有
机环保—2022年四川“3·15”消费者权
益日专项调查报告》。调查结果显示：
在2021年消费过程中，有84.3%的受访
者遇到过不诚信经营或消费不公平，

“广告虚假宣传”“个人信息泄露”等问
题较突出，受访者反映不诚信经营或消
费不公平现象比较突出的消费场所主
要集中在“网购”方面，尤其是“网络团
购平台”“直播带货”等。

实物性消费
“保健品”满意度评价得分最低

调查结果显示，2021年，8类主要
实物性消费质量的满意度评价平均得
分为72.49分，其中，“手机”“家电”“生
活日用品”的满意度评价得分排前三
位，“保健品”满意度评价得分最低，为
57.60分，明显低于其他商品。评价得
分最高与最低相差22.01分。

分城乡来看，城乡受访者对8类实
物性消费质量的满意度评价平均分基
本一致。分年龄来看，18-30岁的受访
者的满意度评价平均分明显低于其他
年龄段的受访者，尤其对“服装”“手机”

“汽车及零配件”的满意度评价，较其他
年龄段受访者低3.5分以上。

2021年 10类主要服务性消费质
量的满意度评价平均得分为71.07分，
其中“公共交通服务”“快递物流服务”

“购物服务”的满意度评价得分排前三
位，“医疗服务”“通信和网络服务”“教
育培训服务”“金融保险服务”4类服务
性消费质量满意度评价得分低于70
分，评价得分最高与最低相差13.61分。

农村受访者对10类主要服务性消
费质量的满意度评价平均分（71.38分）
较城镇受访者（70.98分）略高0.40分；
女性受访者满意度评价平均分（71.94
分）较男性受访者（70.73）高1.21分。

对于受访者 2021年个人或家庭
的主要消费支出，选择“购买食品、日

用品”的比例最高，为82.5%；其次是
“子女教育”，为34.0%；第三是“服装、
化妆品”，为33.1%。分城乡看，城镇
受访者选择“还贷款”和“服装、化妆
品”的比例分别较农村高12.9和6.9个
百分点，选择“看病医疗”的比例较农
村低10.5个百分点，其余选项的选择
情况差异不大。

超半数受访者
遭遇广告虚假宣传

问及受访者“在2021年的消费中，
遇到过哪些不诚信经营或消费不公平
问题”时，仅有15.7%的受访者表示“没
有遇到过”。而表示遇到过的问题中，

“广告虚假宣传”的选择比例最高，为
50.7%；其次是“个人信息泄露”，为
40.3%；第三是“虚假促销”和“诱导交
易”，均为29.7%。

分城乡来看，农村地区有22.2%的
受访者表示“没有遇到过”不诚信经营
或消费不公平问题，城镇为13.7%，两
者相差8.5个百分点。对于遭遇到的不
诚信经营或消费不公平，城镇受访者选
择“泄露个人信息”的比例明显较农村
高16.2个百分点；农村受访者选择“售
卖假冒伪劣产品”的比例较城镇高5.7
个百分点。

2021年主要购物消费场所或渠道
有哪些？“网购”和“超市”排前两位且远
高于其他选项，分别为83.7%和75.3%，
第三是“大/中型商场”，占35.3%。城
镇和农村受访者选择“网购”和“超市”
的比例都明显较高，均排在前两位。

同时问及受访者“认为当前哪些消
费场所的商家不诚信经营或消费不公
平现象比较突出”时，“网络团购平台”
的选择比例最高，为45.5%；其次是“直
播带货”，为 38.0%；第三是“微商微
店”，为26.4%；另外，表示“都没有”的
占17.0%。

报告指出，总体来看，目前消费市
场形态更加多元化、复杂化，不诚信经
营或消费不公平现象较为突出，监管部
门及网购平台方需进一步强化管理意
识，科学合理制定规则并加强监管，保
护好消费者合法权益，引导新业态健康
发展。同时，继续加快推动经济发展实
现量的合理增长和质的稳步提升，进一
步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和生活消费水平，
促进消费升级。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熊英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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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吴冰清 实习
生 刘宇凌）消费人人有，维权上封面。
今年3月15日，我们迎来第40个国际
消费者权益日。聚焦民生，助力消费，
由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推出的“3·15”
云发布将于15日上午10点在云端与
大家相见，为消费者送上“维权大礼
包”。

日前，中国消费者协会公布了
2022年消费维权年主题为“共促消费
公平”。

共促消费公平，需要协同各方力
量。从2月底开始，封面新闻、华西都
市报开启了“3·15维权行动”，聚焦消
费投诉热点，重拳出击，畅通维权之路，
助力“安心消费”。

以媒体声量放大权益主张，以媒体
资源凝聚向善力量，3月15日，封面新
闻、华西都市报将推出“聚焦民生，助力
消费”3·15云发布，邀请职能部门、专
家机构以及企业代表，分享正能量消费
观点，发布调查案例、辟谣实验、民生报
告以及热词云图，共促消费公平，一起
守护向善力量。

在直播间里，你既能听到观点的碰
撞、官方的声音，又能看到身边小事的
分享、营商环境建设的探索。

“新消费”之下，消费维权出现了哪
些新趋势？新技术带来了哪些变革？
消费者权益如何保障？好的消费环境
如何营造？在“3·15”云发布中，学者
专家将一同探讨。

面对消费侵权行为，需要重拳出
击。在“3·15”云发布中，我们还将重
磅发布封面新闻3·15报道小组调查报
道，揭露食品安全领域乱象，守护舌尖
上的安全。

维权打假的对象，不仅仅有消费
品，还有那些“消费”着每一位消费者的

谣言。在“3·15”云发布中，封面新闻
将联合四川互联网联合辟谣平台，共同
发布3·15辟谣榜单，并带领消费者走
进实验室，用科学知识击破谣言，营造
清朗的网络空间。

为共同营造安全放心的消费环境，
封面新闻还将充分发挥媒体的凝聚力
量和监督力量，发布重要数据、推动企
业诚信经营。

这份“维权大礼包”里究竟有哪些
“干货”？3月15日上午10点，上封面
新闻APP，我们云端揭晓。

四川上线
消费投诉信息公示系统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吴冰清）记
者从四川省市场监管局获悉，四川省
市场监管消费投诉信息公示系统已
于3月13日正式上线运行。

消费投诉信息公示系统与全国
12315平台数据实时同步，自动、全
量汇集省域内各企业近一年的被投
诉情况，打通了消费投诉数据内网到
外网的展示途径，实现公示全过程自
动化，通过国家企业信用公示信息系
统（四川）地方频道、省市场监督管理
局门户网站向广大消费者公示，保障
了公示结果的权威性和实时性。

除国家企业信用公示信息系统
（四川）地方频道、省市场监督管理
局门户网站外，大家也可通过直接
访问网址进入公示系统，分别查询
省、市、县三级域内经营者的被投诉
量、解决成功率、投诉增量和投诉增
长率等情况。

目前，该系统的手机移动应用
（公众号、小程序）正在同步开发，将
能更加便利地检索到经营者被投诉
信息。

1 进入封面新闻客户端，点击首
页下方“315我要投诉”悬浮窗，即可进
入投诉页面；

2 通过封面新闻官方微博、微信
或抖音账号，以及青蕉视频官方微博进
行留言；

3 拨打热线028-86969110
你可以反映消费陷阱，也可以提出

消费建议，或者分享暖心消费故事。所

有投诉内容，经编辑审核通过后，即视
为发布成功。

封 面 新 闻
将24小时实时
解答、跟进，并
提供相关协助。

（为保护隐
私，相关信息将
会 保 密 ，请 放
心。）

多个维权通道
等你来发声

扫描二维码
可进行投诉

3·15云发布 凝聚“云上”维权力量
今日上午10点，锁定封面新闻3·15云发布直播间

省统计局发布“3·15”消费者权益日专项调查报告

超八成受访者曾遭遇不诚信经营或消费不公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