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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地

第二届中国中医药健康（澳门）品
牌展览会于10月20日-22日在澳门举
办。为帮助我市生物医药企业拓展澳
门、葡语系国家及 RCEP 区域市场，加
强与大健康产业领军企业交流与合作，
受珠海市商务局委托，珠海市对外经济
合作企业协会［广东省珠海市金湾国家
外贸转型升级基地（生物医药）工作站］
组织我市10家重点企业赴澳门参展，积
极寻求合作拓展商机。（本报10月23
日07版）

中医药是有待现代医学挖掘的“最
大宝库”，健康产业则是前景广阔的朝
阳产业。促进中医药与大健康产业两
者融合发展，不仅能延伸和扩展中医药
的产业链条，同时也会带来巨大的市场
潜力和经济效益。

推动中医药健康产业创新发展，是
推进健康中国战略的重要内容。党的
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高度重视中医药工作。2018年10
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横琴粤澳
合作中医药科技产业园时指出：“中医
药学是中华文明的瑰宝。要深入发掘
中医药宝库中的精华，推进产学研一体
化，推进中医药产业化、现代化，让中医
药走向世界。”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医药
工作作出的一系列重要论述，为新时代
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指明了方向、提供

了遵循。
推动中医药健康产业创新发展，既

是历史责任，也是现实需要。就珠海而
言，培育壮大中医药健康产业，无论是
对于支持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还是
做大做强我市“生物医药”千亿级产业
集群，都具有重要意义。当前，中医药
产业正迎来发展“窗口期”，如何利用中
医药引领大健康产业创新发展，助推我
市主导支柱产业取得更大突破，既要立
足现有基础，抓好粤澳合作中医药科技
产业园建设，加快推进中医药标准化、
现代化和国际化，提升产业竞争力；同
时也要与时俱进，在中医药和大健康领
域的科技创新、产业升级和跨界融合上
下功夫、求突破，丰富和完善现代中药
健康产业创新生态系统。

推动中医药健康产业创新发展，离

不开政府政策引导和扶持。近年来，为
了推动珠海生物医药与大健康产业能
级跃升，我市出台了一系列扶持政策。
从制定《珠海市推动生物医药产业高质
量发展行动方案（2020－2025 年）》，把
中医药作为生物医药产业六大重点发
展方向之一；到出台《珠海市促进生物
医药产业发展若干措施》，明确临床试
验奖励、药械产业化、企业壮大规模奖
励等措施，这些实打实的政策和措施，
不仅全面优化了全市生物医药产业发
展生态环境，也有力推动了珠海中医药
健康产业高质量发展。

推动中医药健康产业创新发展，还
需要更多的企业“走出去”。珠海是内
地唯一与港澳陆桥相连的城市，同时又
是国内国际双循环的交汇点。发挥区
位优势，加快境外“布局”，是实现中医

药健康产业国际化发展的有效途径。
除了参加澳门展览会，拓展澳门和葡语
系国家市场外，也要抢抓RCEP带来的
新机遇，大力开拓海外市场，搭建连接
东盟、欧盟和非洲的商贸对接模式和合
作网络，特别是发挥我国在电子商务方
面的优势，做大跨境电商这块“蛋糕”。
此外，加强国际中医药文化传播，讲好
中医药精彩故事，提高中医药文化在海
外的影响力，对于推动中医药健康产业
长远发展同样至关重要。

中医药凝聚着中华文明的博大智
慧。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坚
持守正创新，聚焦关键技术，不断提升
中医药健康产业的科技水平和国际竞
争力，就能把传统中医药发扬光大，为
我市培育千亿级生物医药产业集群提
供坚实支撑。

大力推动中医药健康产业创新发展

□史洪举

“双十一”即将来临。很多商家推
出“保价”承诺来吸引消费者，然而，保
价真的靠谱吗？江苏省消保委表示，
结合往年经验，商品有保价承诺也不
保险。有消费者发现自己购买的商品
降价了，向商家寻求补偿时被拒。客
服的理由通常是，店铺和平台优惠券、
限时活动以及赠品等均不在保价范围
内。也有商家为了规避保价规则，下
架原商品，重新上新的购买链接或者
只是更改商品名称。（10月 24日《中
国消费者报》）

在各大电商的强烈宣传和促销下，
“双十一”已经成了购物节的代名词。
很多消费者也希望在此期间能买到物
美价廉的商品。特别是作为“促销节”，
价格是最重要、最关键的核心。故很多
商家顺其自然地提供了保价承诺。然
而，这种保价承诺显然不能成为糊弄
消费者的花架子，而应多些真诚，少些
套路。

根据以往的操作经验，很多电商平
台提前十多天就开始了价格战，但如何
能够让消费者下定决心早点购买商品，
而不是等到“双十一”当天再购买商品，
多数商家推出了所谓的15天甚至30天
的保价承诺，即消费者购买商品后在保
价期间，商品降价的，由商家承担“买贵
退差”服务，确保消费者不会因此“花高
价”，进而打消人们顾虑，让其不必非得
等到“双十一”再抢购商品。

理论上，这种保价承诺对消费者非
常友好，譬如，11月1日花100元购买的
商品，在一个月内降价为90元，消费者
可获得10元的赔付，让其不至于有“冤
大头”的感觉。但是，商家的承诺很美
好，现实却很残酷。正如一些报道所指
出的那样，作为“买贵退差”保价服务并
非是毫无条件的承诺，而是附带着令人
眼花缭乱的条件。如很多商家规定，店
铺和平台优惠券、限时活动以及赠品等
均不在保价范围。甚至有商家为规避
保价规则，下架原商品，重新上新的购
买链接或者只是更改商品名称。

前述复杂的套路可谓是让消费者
防不胜防，也让保价服务成为根本不
可能兑现的“空头支票”。再以前边的
事例来说，要是根据商家设定的保价
规则，消费者11月1日花费100元购买

了某种商品，之后商品的定价还是100
元，甚至高于 100 元，但是通过定金膨
胀、店铺或平台优惠或返券等活动，购

买该商品的实际价格低于100元，则不
能享受保价服务。让人气愤的是，一
些商家下架该商品后再重新上架销

售，无论价格多低，也完美地规避了保
价承诺。

在商家纷繁复杂的“套路”之下，一
些消费者根本享受不到任何“买贵退
差”的保价服务，且这种显而易见的套
路已经涉嫌违法，属于欺骗消费者的行
为。根据《禁止价格欺诈行为的规定》，
使用欺骗性或者误导性的语言、文字、
图片、计量单位等标价，诱导他人与其
交易的；采取价外馈赠方式销售商品和
提供服务时，不如实标示馈赠物品的品
名、数量或者馈赠物品为假劣商品的；
带有价格附加条件时，不标示或者含糊
标示附加条件的；虚构原价，虚构降价
原因，虚假优惠折价，谎称降价或者将
要提价，诱骗他人购买的；有价格承诺，
不履行或者不完全履行的，都属于价格
欺诈行为。

其实，要想让消费者真正地得到实
惠，保价服务就应多些真诚，少些套
路。价格的比较应当是大部分消费者
实际支付的价格（排除临期商品等法定
降价情形），而不应设定各种根本无法
触发的“买贵退差”条件。要知道，在当
前的技术条件下，监管部门和电商平台
完全有能力监控、筛查这种玩文字游戏
的保价承诺，进而对捉弄消费者的行为
作出处罚。

“双十一”保价承诺理当名副其实

国家统计局24日发布的数
据显示，前三季度我国 GDP 同
比增长3%，比上半年加快0.5个
百分点；其中第三季度同比增
长3.9%，比第二季度加快3.5个
百分点。从三季度经济运行
看，主要指标恢复回稳，保持在
合 理 区 间 ，积 极 因 素 累 积 增
多。在经济恢复发展阶段，更
需坚定信心，扎实巩固经济恢
复向好势头。

今年以来，面对复杂严峻的
国内外形势和多重超预期因素
冲击，按中央决策部署，各地区
各部门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
调，按照疫情要防住、经济要稳
住、发展要安全的要求，高效统
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加
快落实稳经济一揽子政策和接
续政策措施，国民经济顶住压力
持续恢复,经济发展质量进一步
提升。

从宏观数据看，前三季度
我国国民经济三大需求持续
回升，恢复发展后劲增强。以
消费这一经济运行“压舱石”
为例，各地各部门通过财政补
贴、发放消费券等措施，促进
消费市场逐步恢复，既提升了
居民消费意愿又稳住了市场
主体。

通过全国新增减税降费及
退税缓税缓费，不少企业生产
经营得到加速恢复发展。综
合运用各类结构性货币政策
工具，引导金融机构强化对实
体经济的支持力度，企业融资
环境不断改善，融资成本持续
降低。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尽
管外部环境更趋复杂严峻，但
新的机遇也在不断涌现。当
前，要深入学习贯彻落实党的
二十大精神，稳定预期、提振信
心，充分释放政策效能，进一步
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扩大有效
需求，有效克服经济运行中的
困难挑战，推动全年经济发展
不断稳步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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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实巩固经济
恢复向好势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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