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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动态

一半消费者

认为过度包装问题多

调查显示， 在商品过度包装问

题现状方面，

51.4%

的消费者感知过

度包装问题比较多，

34.3%

的消费者

认为买到过疑似过度包装商品，在

认为买到过疑似过度包装商品的消

费者中， 有

71.3%

感觉受到欺骗，说

明过度包装存在欺骗性， 误导消费

行为，严重侵害消费者的知情权。

在表示买到疑似过度包装商品

的受访者中，高达

71.3%

的受访者表

示“不知道商品内部情况，商品看起

来体积很大， 打开包装后才发现内

部产品其实很小， 感觉受到欺骗”；

45.0%

的受访者表示“不知道商品内

部情况， 打开后才发现属于过度包

装，但可以接受”，说明过度包装存

在一定欺骗性， 误导消费者的消费

行为， 严重侵害消费者的知情权；

43.5%

的受访者表示“知道是过度包

装， 但没有选择余地仍然选择购

买”，说明过度包装让消费者被迫支

付了不必要的包装成本， 在一定意

义上侵害了消费者的选择权和公平

交易权；

38.0%

的受访者表示“知道

是过度包装， 但是出于需要而购

买”，说明消费者对过度包装商品的

反应并不是单一放弃购买，相反，仍

然有相当多的情况是消费者知道该

商品存在过度包装却因多种原因选

择了继续购买。

在消费者印象中， 疑似过度包

装问题商品更多集中在大型商超和

品牌电商等渠道，奢侈品、月饼、保

健品、 包装茶和化妆品疑似过度包装

问题比例更高。

数据显示，虽然消费者对于欺骗

式过度包装维权意识强， 但实际维权

行动弱， 买到疑似过度包装商品的消

费者中只有

14.7%

的消费者进行了投

诉维权， 在投诉维权的消费者中有

69.5%

的消费者表示对维权过程和结

果满意。

超九成消费者

不熟悉过度包装判别标准

在消费者对过度包装相关认知

盲点方面， 虽然

82.6%

的消费者听说

过商品过度包装， 但

66.0%

的消费者

不知道商品过度包装的正确定义，

92.2%

的消费者不熟悉商品过度包装

的判别标准。

消费者判别商品是否属于过度包

装主要靠个人感觉， 看是否是“欺骗

式包装”“豪华的包装”是使用率最高

的方法。 国家标准中计算包装空隙率

对普通消费者来说专业度过高， 普及

有难度， 消费者自行判别过度包装难

度大且容易误判。

五成以上消费者认为商品包装

采用贵金属、 玉石和红木属于过度包

装 ， 贵 金 属 和 红 木 在 强 制 性 标 准

GB23350-2021

第

1

号修改单属于包

装禁止材质， 现实中也确实没有发现

使用玉石做包装的商品， 但有受访者

提到企业定制礼品会选择用玉石做高

档茶叶的包装， 考虑到国家标准需要

有一定的前瞻性、 指导性， 中消协建

议在禁止材质上增加玉石包装。

八成消费者

反对过度包装

在消费者对商品过度包装的态度

及原因方面， 调查发现

80.7%

的消费

者对商品过度包装持“多数情况反对”

的态度， 消费者对于商品过度包装比

较反感，认为会“助长奢华之风、不良

消费风气，造成环境污染、资源浪费等

危害”；有

64.1%

的消费者认为在特定

情况下可以接受商品过度包装， 如部

分消费者对于“有实用价值的过度包

装”“奢侈品、 确实需要加强保护的商

品”“部分送礼场合” 出现过度包装情

况可以接受。

消费者关注对食品、 茶叶、 食用

农产品、电子产品、玩具等产品过度包

装的治理；对于包装的设计，消费者认

为对食用农产品等包装开“天窗”（有

透明显示功能）或者扩大“天窗”的范

围，更有利于消费者直观判断选择。

在商品过度包装治理感知效果方

面，调查结果显示，消费者对于国家层

面出手治理过度包装的认可和期盼程

度高。 随着《限制商品过度包装要求

食品和化妆品》 国家标准第

1

号修改

单对月饼包装要求从

2022

年

8

月

15

日实施后，

54.9%

的消费者认为

2022

年中秋节的月饼“价格合理”，

41.0%

的

消费者认为

2022

年中秋节的月饼“没

有过度包装”；对于其他食品和化妆品

的过度包装治理，需要在

2023

年

9

月

1

日实施后才可以明显看到效果，目

前消费者对过度包装治理效果的整体

评价还不太高。

（任震宇）

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商品过度包装问题调查报告

消费者判别难度大且容易误判

3

月

28

日，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商品过度包装问题研究和消费者感知调查报告》。 报告显示，

80.7%

的消费者反对过度包装；买到疑似过度包装商品的消费者，

71.3%

的人认为自己受到欺骗。同时

调查发现，只有

34.0%

的消费者了解过度包装正确定义，仅有

7.8%

的消费者熟悉商品过度包装的判

别标准，消费者自行判别过度包装商品难度大且容易误判。

据悉，中消协于

2022

年下半年开展了商品过度包装问题研究和消费者感知调查。 调查通过线下

走访和主流电商网站搜索方式分析了

6160

个商品的包装；向消费维权志愿者等公众征集了

238

个疑

似过度包装商品线索共

474

张照片；在线完成了

7443

份有效调查问卷。

汇聚诚信力量 提振消费信心

为营造安全放心舒心的

消费环境，近日，北京市大兴

区市场监管局、 大兴区消费

者协会共同启动“汇聚诚信

力量提振消费信心” 主题宣

传活动， 向企业普及法律法

规知识，宣传诚信经营理念，

号召做诚实守信的践行者、

传播者、推动者；现场解答市

民群众提出的问题， 积极引

导市民群众树立消费安全意

识，提升消费信心。 下一步，

大兴区将持续开展诚信宣传

进企业、进校园、进商圈、进

大厅、进社区、进园区活动，

推进建设营造诚实守信的社

会环境和消费环境。

董芳忠摄

山西

开展旅游市场

价格秩序整治行动

进一步整顿和规范山西省旅游市场

价格秩序， 打击旅游及相关行业价格违

法行为， 促进旅游消费市场升级，

4

月

1

日至

5

月

31

日，山西省市场监管局将开

展全省旅游市场价格秩序专项整治行

动，重点整治

2022

年

1

月

1

日以来，知名

度较高的

A

级景区及景区内住宿、餐饮、

零售业经营者违反价格法律法规的行

为，促进旅游消费回暖。

据了解， 此次整治主要包括

3

个方

面。 在旅游景区方面， 对不执行政府定

价、政府指导价，擅自增设收费项目、提

高门票价格的；通过违规设置、强制销售

“园中园”门票、捆绑销售临时门票、不同

景区联票等形式变相提高门票价格的；

除法律法规明确规定外， 向消费者捆绑

销售景区观光车、索道、缆车、游船、保险

等费用， 价外加价或强制代收其他费用

的；不执行对未成年人、学生、残疾人、现

役军人、 革命伤残军人等特殊群体减免

优惠政策的；门票、停车场、景区交通、导

游等游览服务价格及门票优惠政策未按

规定实行明码标价及价格公示的； 游客

反映强烈的其他价格违规行为等违法行

为进行严肃查处。 （冯铁飞）

山东青岛

开展专项执法行动

对餐饮浪费说“不”

近日， 山东省青岛市市场监管局在

全市范围内组织开展制止餐饮浪费专项

执法行动，对违反《反食品浪费法》的行

为给予警告或处罚。

检查中发现，大部分餐饮服务单位能

够对消费者进行如“按需点餐”“适量点

餐”的消费提醒，在醒目位置普遍设置有

“光盘行动”“倡导分餐” 等反食品浪费标

识。 但也有少数餐饮服务单位对《反食品

浪费法》不了解，也未进行相关培训；个别

餐饮企业未主动对消费者进行防止食品

浪费提示提醒、未在醒目位置张贴或者摆

放反食品浪费标识，执法人员依法责令其

限期改正、给予警告，发放《风险预警告知

书》，并进行了反食品浪费普法宣传。

下一步， 青岛市市场监管部门将同

步同频开展反餐饮浪费与餐饮食品安全

执法检查，通过着力解决一批突出问题、

曝光一批违法案件、推动一批标准宣贯、

宣传一批典型经验、出台一批长效机制，

坚决遏制餐饮浪费势头， 营造厉行勤俭

节约、 反对铺张浪费的良好社会氛围 。

（尹训银）

湖北武汉

启动商品过度包装

专项治理

3

月

30

日， 据湖北省武汉市市场监

管局消息，为遏制商品过度包装，维护消

费者合法权益， 促进生产生活方式绿色

转型。 即日起，武汉市在全市范围内开展

为期两年的商品过度包装专项治理 ，保

健食品、化妆品、月饼、粽子、茶叶等被列

为重点商品。

根据专项治理方案，在生产环节，市

场监管部门将加强对月饼、粽子、茶叶等

重点企业的监管， 督促企业按照限制商

品过度包装强制性标准生产商品， 公开

其执行的限制商品过度包装有关标准；

妥善处理旧有包材， 防范企业在标准实

施后继续使用违规包材生产。 （吴采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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