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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6个国际消费者权益日
到了。今年的“3·15”似乎与往年
有所不同。这主要不是因其在时
间上与两会“巧合”，而是因着一
项即将发生的重大变革。日前，
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听取
了国务院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
方案的说明。根据这一改革方
案，我国现有市场监管体系将实
施重大改革——— 组建国家市场
监督管理总局。

作为一项完善市场监管体
制的“顶层设计”，国家市场监
督管理总局的“视野”当然不
仅限于消费维权，但从相关

“说明”中可以看出，这项改革
的最终诉求就在于维护消费
者权益———“推动实施质量强
国战略，营造诚实守信、公平
竞争的市场环境，进一步推进
市场监管综合执法、加强产品
质量安全监管，让人民群众买
得放心、用得放心、吃得放心。”

这样的改革“初心”不仅
顺应了高质量发展的要求，也
高度契合了今年国际消费者
权益日的主题———“品质消费

美好生活”。高质量发展时
代已然来临。在这样一个崭新

的时代，“品质消费 美好生
活”已成为消费维权的“基
调”。在这样的背景下，针对多
年来市场监管领域存在的主
要问题，根据已经变化了的经
济社会现实，对相关部门和机
构进行合理而充分的梳理与
整合，推陈出新，建立一种更
科学更高效的市场监管体系。
这不仅是大势所趋，更寄托着
广大消费者的厚望。

随着这项改革的落地，消
费维权会更综合更高效。长期
以来，与消费维权相关的市场
监管处于某种“九龙治水”的
状态。条块过多过散，职责区
分不清，多头多层重复执法问
题严重。市场监管集中度不

够，行政资源的过度分散以及
与此相关的部门之间推诿扯
皮，严重影响了市场监管上的
行政效能，进而削弱了消费维
权的便捷性与效率。对原本分
散于工商、质检、食药监等多
个部门中的市场监管资源进
行“多合一”整合，监管上的合
力不仅意味着监管效力上的
大幅提升，也因为消费维权

“只进一扇门”而为消费者提
供了便利。

其实，这种新型市场监管
体系的建立也是一个提升市
场监管水准与消费维权品质
的难得契机。可以借这次机构
改革，对相关法律法规进行一
次系统而深刻的清理，在总结

各部门各地方经验教训的基
础上，按照互联网+政务的理
念，对市场监管的“运行规则”
与“工作标准”进行一次系统
性的“重构”，以大幅提升市场
监管的专业要求与专业水准，
以促成与“品质消费”相适应
的“品质监管”。

当然，想一蹴而就是不现
实的。正如全国政协委员、现
任国家工商总局局长张茅日
前谈“打假”时所说的那样，要
达成理想的结果，“打假”必须

“屡打不绝，不绝再打”。市场
监管体系的改革以及建基其
上的“品质消费”还有很长的
路要走，需要张茅委员所说的
这种韧性。

期待“市监局”开启打假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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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门槛零风险，“过期药回收联盟”才能走得远

□罗志华

为化解过期药品回收难
题，3月13日，国内首个“全国家
庭过期药品回收联盟”成立，尝
试以技术力量驱动环保与公
益，给百姓家中的过期药找到

“好归宿”。包括北京在内的全
国17个城市居民可以通过手机
扫码下单，填写家庭地址、联系
方式等资料后，快递员将免费
上门取走过期药。（3月14日《北
京青年报》）

过期药回收终于有了全国

性机构，这是一件很值得庆幸
的事。假如这个机构运行得很
好，有望走出一条过期药回收
的好路子来。值得称道的是，这
种回收模式不仅体现出互联网
的巨大优势，而且还与快递行
业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借助快
递员之力，将回收过期药的触
角伸入到家庭，因此堪称极富
创意的“互联网+”模式，其发
展前景值得期待。

此外，这种模式将来还有
较大的功能拓展空间。比如，
当前不少药品通过微信和网
络销售，绕过了传统的监管渠
道，很多家庭即使使用了药
品，仍然不知道它是真是假，

但当药品过期回收后，回收机
构可以通过扫描药品包装上
的电子码，对药品进行一次再
识别，这样做的工作量和技术
难度都不大，但多了一个打击
假药的渠道。

当然，新的回收模式能否
取得成功，也存在一些不确定
因素，甚至还存在一定的风
险。只有把这些因素和风险考
虑在前，并进行针对性防范，
方能确保这种模式行得稳、走
得远。

比如，这种回收模式显得
有些繁琐，不便于操作。回收的
药品需要满足一定要求，规定
只能是非针剂、液体类过期药

品，且具有国药准字号或者进
口药品注册证号，而保健品、中
药饮片、滋补品又不在回收之
列，普通人把这些要求搞清楚
并非易事。这样的要求，有点类
似于垃圾分类一样，给居民判
断药品是否可回收造成了不小
的难度，居民判断不清，或许就
不想参与或配合了。

另一方面，居民只有在填
写家庭地址和联系方式后，过
期药才会被收走，这就多了一
条信息泄漏的途径，可能会引
发居民的顾虑或反感，降低他
们参与的积极性。此外，大量的
过期药回收后如何处理，也对
这一模式的发展前景产生较大

的影响，假如操作不当，不仅容
易受到社会的质疑，而且存在
过期药被倒卖重新流入市场的
隐患，纵使回收机构在这方面
没有二心，也不能确保每位职
工都没有二心。

一种新模式能否获得成
功，不仅取决于它能够发挥多
大的作用，更取决于它潜在的
副作用或风险能不能得到有效
防范和避免。把丑话说到前头，
把流程和规定制定得更加周
密，更经得起质疑，更能得到居
民的配合，是呵护好这一模式，
确保其取得成功的前提。

葛一家之言

本报评论员 王学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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