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福建：

开展电动自行车新标准宣贯会

为帮助电动自行车生产销售企业及时理解、

准确掌握电动自行车及其相关产品的新标准要求，

11

月

5

日， 福建省市场监管局联合福州市市场监

管局等单位， 在福州市举办电动自行车标准宣贯培

训会， 福州市自行车电动车协会协办。 全国

28

个

电动自行车品牌福建代理商及生产厂家代表共参加

培训。

现行的电动自行车安全强制性国家标准包括

GB17761

—

2018

《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 、

GB42295

—

2022

《电动自行车电气安全要求》 、

GB42296

—

2022

《电动自行车用充电器安全技术

要求》、

GB43854

—

2024

《电动自行车用锂离子蓄

电池安全技术规范》 等。 《电动自行车电气安全要

求》 第

1

号修改单、 《电动自行车用充电器安全技

术要求》 第

1

号修改单、 《电动自行车用锂离子蓄

电池安全技术规范》 从

11

月

1

日起实施。

11

月

1

日起， 不符合 《电动自行车电气安全要求》 等强制

性国家标准的电动自行车， 将禁止生产、 销售

和进口。

宣贯会上， 福建省质检院专家详细讲解了电

动自行车、 电动自行车充电器、 电动自行车车用锂

电池等强制性国家标准的主要内容和标准修订后的

注意事项。 福建省、 福州市市场监管局向参训人员

强调了电动自行车安全隐患治理的重要性， 对开展

全链条整治工作有关政策做了宣讲， 督促在场经销

商要切实履行产品质量安全企业主体责任， 主动承

诺不参与非法拼改装、 不销售非标产品。

参训代表们表示， 政策宣讲和专家对标准的

解读， 让他们对新标准有了全面的了解， 对电动自

行车存在的安全隐患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将进一步

学习标准的要求并落实， 自我排查存在的安全隐

患， 拒绝生产销售不合规产品和非法拼改装行为。

（罗云鹏）

热度不减的直播带货给

消费者带来便利和实惠的同

时，也成了很多人的噩梦。“塌

房”“翻车” 的头部主播在热搜

榜上你方唱罢我登场， 夸大宣

传、兜售假劣早已不是新闻，由

此引致的消费者的声讨也是一

浪高过一浪。 权威部门数据显

示，最近

5

年，我国直播电商市

场规模增长

10.5

倍， 与此同

时 ， 投诉举报量的增幅高达

47.1

倍。

风生水起的市场除了借

助天时地利， 定有其“独门秘

籍”。 高效信息传递、强化用户

参与、构建信任关系、激发购买

欲望， 大致可构成直播带货的

底层逻辑。从营销角度看，这逻

辑能自洽也无可厚非。 问题在

于， 再冠冕堂皇的底层逻辑也

架不住金钱的诱惑和人性的考

验，更何况直播带货规制、约束

等方面仍诸事待举。于是乎，占

据保就业、 促消费舆论制高点

的直播带货在很多时候被异化

为施展话术、逗你参与、骗你信

任、诱你购买的舞台。

带货主播引人入胜的开

场、热情洋溢的介绍、限时优惠

的诱惑、互动抽奖的刺激、专家

用户的背书等， 借助夸张的语

言、表情、动作一股脑地向你袭

来， 实力强大的头部主播甚至

下血本将推介的商品或服务用

夸张甚至不诚实的语言和画面

拼凑成感染力很强的“小电

影”，营造一种让人欲罢不能的

质优价廉，令人产生“过了这村

就没这店”的错觉。此时消费者

若缴械投降、冲动下单，带货主

播便大功告成。

面对那些无底线煽情甚

至信口开河的带货主播， 参与

者用肾上腺素与之达成的“共

情”难免会成为代价。无数铁的

事实曝光了那些不规矩的带货

主播， 同时也持续不断地提供

消费警示：冷静最可贵，冲动是

魔鬼。

直播带货方兴未艾，于国

于民大有裨益， 我们当然不能

对其太过苛责甚至将其污名

化， 但也大可不必将其送上神

坛供着。 作为新媒介形态与电

商融合的样板， 直播带货大大

扩展了参与者的数量和范围 ，

降低了消费者的参与门槛， 让更

多的人能够通过直播获取信息和

购买商品， 从市场和消费的角度

看， 这是直播带货最值得嘉许的

地方。 但从最本质上说， 直播带

货就是一种商品或服务的促销方

式， 与早年流行的广告促销并无

二致；带货主播就是个促销员，与

超市里那些手持样品高声叫卖的

销售人员没啥区别。

促销中存在的问题不会因

为销售场所和销售方式的变更而

销声匿迹， 直播带的货也不会随

俊男靓女的颜值、口才、学识甚至

人品而增值一分一毫。 直播带货

的关键词是“货”， 至于由谁来

“带”、怎么“带”、在哪“带”，统统

不重要。 作为消费者， 关键是要

瞅准了那些“货”是不是真像直播

间渲染得那么迷人、 那么值得你

痛快解囊。

直播间营造了欣欣向荣的

消费新场景 。 这里最不缺的是

“果断”“痛快 ”，最缺的是“诱惑

下的沉稳 ”和“喧闹中的冷静”。

带上平常心和挑剔的眼睛与直播

带货共舞，才能避开陷阱。

（高秀东）

在全球化进程加速与服务贸易蓬

勃发展的时代背景下， 创新已成为各

行业发展的核心驱动力。 服务贸易作

为经济全球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涵

盖领域不断拓展， 医疗服务贸易更是

凭借其专业性与民生关联性凸显出重

要地位。 山西省医疗机构在国内医疗

领域虽有一定发展， 但在服务贸易创

新发展浪潮中， 面临着人才激励与保

留方面的诸多挑战。 如何借助国际协

同策略， 融合前沿实践经验， 优化人

才激励与保留机制， 已成为山西省医

疗机构提升国际竞争力、 推动服务贸

易创新发展的关键课题。

本研究将围绕这一核心问题， 深

入分析现状， 挖掘国际协同的潜在优

势， 提出创新性策略， 以期为山西省

医疗机构人才管理的国际化发展提供

有益借鉴。

一、 山西省医疗机构服务贸易发

展概况

近年来， 山西省部分医疗机构开

展了跨境医疗服务， 像接收国外患者

就医、 远程医疗会诊等， 不过整体规

模偏小， 业务深度与广度有待拓展。

在医疗技术合作方面， 虽有与国外同

行交流尝试， 但引进国际先进技术并

本土化应用不足， 且医护人员参与国

际培训与学术交流机会有限， 限制了

其国际视野与专业技能提升。

二、 山西省医疗机构人才激励与

保留现状

1.

薪酬激励机制

现行薪酬激励机制较传统， 以基

本工资、 绩效奖金为主， 未能充分体

现人才差异化价值， 对有国际合作经

验、 掌握前沿技术等特殊技能人才 ，

激 励 力 度 不 足 ， 难 以 吸 引 和 留

住 他 们。

2.

职业发展路径

医疗机构内部晋升通道单一， 多

以职称评定为主， 对医护人员在国际

服务贸易领域职业发展缺乏明确规

划， 新型职业发展方向未受重视， 导

致其国际业务拓展空间受限， 影响留

任意愿。

3.

工作环境与文化氛围

部分医疗机构工作环境需改善，

包括物理和社会环境， 且国际文化融

合薄弱， 缺乏营造跨文化氛围意识与

举措， 不利于吸引和留住有国际视野

人才。

三、 存在的主要问题

1.

人才激励缺乏国际竞争力

与国际先进医疗机构比， 山西省

医疗机构在薪酬待遇 、 职业发展机

会、 工作环境等方面均有差距， 难吸

引和留住国际一流人才， 制约国际竞

争力提升。

2.

国际协同机制不完善

与国际医疗机构开展人才激励与

保留协同合作时 ， 缺乏完善机制保

障， 如人才交流、 技术共享、 资源整

合等方面合作流程和制度不规范， 协

同效果不佳。

3.

前沿实践经验不足

在人才激励与保留方面较少借鉴

国际前沿经验， 对先进人才管理模

式、 激励手段、 跨文化管理策略等了

解 不 深 入 ， 影 响 策 略 创 新 性 和

有 效 性。

四、 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视阈下山

西省医疗机构人才激励与保留的国际

协同策略构建

1.

建立国际化薪酬体系

薪酬调研与对标： 深入开展国际

薪酬调研， 了解不同国家和地区同行

业医疗机构的薪酬水平、 薪酬结构以

及福利政策等。 以国际先进水平为对

标， 结合山西省经济发展水平和医疗

机构实际情况， 制定具有国际竞争力

的薪酬体系。

差异化薪酬设计： 根据人才的专业

技能、 国际合作经验、 贡献大小等因素

进行差异化薪酬设计。 对于掌握国际前

沿医疗技术、 具有丰富国际项目经验的

高端人才， 给予更高的薪酬待遇和额外

福利， 如国际住房补贴、 子女教育补贴

等， 以吸引和留住这类关键人才。

2.

拓展多元化职业发展路径

国际项目导向路径： 设立以国际项

目为导向的职业发展路径， 鼓励医护人

员参与国际合作项目， 如跨境医疗服务

项目、 国际科研合作项目等。 为参与项

目的医护人员提供项目管理、 技术推广

等方面的专业培训， 使其在国际项目中

积累经验， 提升专业技能和国际协作能

力， 并根据项目成果给予相应的职业晋

升和奖励。

国际专业认证路径： 推动医护人员

获取国际专业认证， 如国际护士证 、 国

际医疗技术认证等。 医疗机构应提供相

应的培训支持和费用补贴， 对于获得认

证的医护人员， 给予薪酬提升、 职业发

展优先等激励措施， 拓宽其职业发展通

道， 提升其在国际医疗市场的竞争力。

3.

强化跨文化人才培养与管理

跨文化培训体系： 建立完善的跨文

化培训体系， 包括语言培训、 不同文化

背景下的共同技巧培训、 国际医疗规则

和伦理培训等。 定期组织医护人员参加

跨文化培训课程， 提高其跨文化适应能

力和沟通能力， 为其在国际协同工作中

奠定良好基础。

跨文化管理机制： 在医疗机构内部

建立跨文化管理机制， 尊重不同文化背

景下的员工差异， 营造跨文化工作氛围。

设立跨文化管理协调员岗位， 负责处理

跨文化工作中的矛盾和问题， 促进员工

之间的跨了文化交流与合作， 提高团队

凝聚力和工作效率。

建立国际导师帮扶制度： 邀请国际

医疗领域的专家担任导师， 与本土人才

结成一对一的师徒关系。 导师为人才提

供专业指导、 职业规划建议以及国际业

务方面的经验分享， 助力人才快速成长，

同时加强人才与国际医疗界的联系， 提

升其国际影响力。

4.

完善国际协同合作机制

合作平台搭建： 积极搭建国际协同

合作平台， 与国外知名医疗机构、 国际

医疗组织、 科研机构等建立长期稳定的

合作关系。 通过开展合作项目、 共同举

办国际学术会议、 互派医护人员交流等

方式， 实现人才、 技术、 资源的共享与

交流， 促进山西省医疗机构人才激励与

保留策略的国际协同发展。

合作流程规范： 制定规范的国际协

同合作流程， 明确在人才交流、 技术共

享、 资源整合等方面的操作步骤和责任

主体。 建立合作项目评估机制， 定期对

合作项目进行评估， 根据评估结果调整

合作策略 ， 确保国际协同合作的高效、

规范运行。

五、 结语

服务贸易创新发展下， 山西省医

疗机构人才激励与保留机遇与挑战并

存。 当前存在人才激励缺乏国际竞争

力等问题， 本研究构建国际协同策略

体系， 通过落实举措 ， 有望提升人才

竞争力， 吸引和留住优秀人才 ， 推动

其在国际服务贸易领域发展。 但实施

过程中需关注市场变化， 持续调整完

善策略 ， 各方协同努力， 提升山西省

医疗机构在全球服务贸易中的竞争力，

实现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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