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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中国消费者协会2月26日公
布2024年春节消费维权舆情分析报告显
示，2月9日至2月18日期间，交通出行、
景区旅游、文化娱乐、消费服务等方面维
权热度较高。新的一年，公众消费信心、消
费意愿以及消费能力大步提升。

中消协表示，2024年春节假期持续8
天，形成史上最长春节假期。作为疫情防
控转段后的首个常态化春节，公众消费意
愿空前高涨，旅游市场持续火热。春节假
期22.93亿人次跨区域流动，彰显假日经
济活力与韧性，消费活力加速释放。

经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春节
假期8天全国国内旅游出游4.74亿人次，

同比增长34.3%，按可比口径较2019年同
期增长 19.0%；国内游客出游总花费
6326.87亿元，同比增长47.3%，按可比口
径较2019年同期增长7.7%。2024春节档
总票房破80亿，总观影人次1.62亿，总场
次383.6万，票房、观影人次及场次三项关
键数据创下中国影史新高。

返乡团聚后再合家错峰出游成为过
节新趋势，年俗游、冰雪游、海岛游等度假
类消费增长显著。各地丰富文旅活动带动
消费高涨，迎春灯会、花市、庙会、舞龙舞
狮等大型活动达5108场；哈尔滨作为今
冬冰雪游“爆款”，文旅消费规模同比增长
超106%。此外，下沉市场强劲回暖，小众

目的地旅游成为新的增长点，三、四线城
市票房占比增长也尤为突出。

中消协介绍，在2月9日至2月18日
共计 10天监测期内，共收集到“消费维
权”相关信息21575207条，日均约216万
条。舆情走势平稳增长，2月17日信息量
达到峰值，为2611184条。

监测期间，共监测到“消费维权”吐槽
类信息1365014条，占“消费维权”总信息
量的6.33%。

监测发现，2024年春节期间消费者
吐槽主要集中于交通出行、景区旅游、文
化娱乐、消费服务等方面。

春节假期出行需求增长，火车票、机

票供需失衡，价格波动明显。海南三亚因
地理、天气等原因，“返程难”引发热议，此
外列车超员问题再次出现。

初三前后各地迎来出游量最高峰，景
区出现导游司机严重违规、安全卫生意识
缺失、运力不足等情况。18日达到峰值，
为8.3万条，“傅园慧称包车被勒索”等事
件引发公众广泛讨论。

假期前三天观影、线下民俗活动、烟
花燃放等公众吐槽较为频繁。

消费服务话题集中在年夜饭、年礼等方
面，美发、美甲，购买“新年战袍”已成为很多年
轻人展现品位和个性的潮流。节假日的涨价、
强制消费等行为频频招致网友吐槽。（央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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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俗游、冰雪游等消费增长显著

本报讯 春节过后，多条航线机票价
格跳水，能避开“人山人海”、降低旅游成
本的错峰游备受欢迎。在线旅游平台数
据显示，节后热门城市酒店、民宿较春节
降三成以上，旅游产品价格将呈现普降
态势。

从去哪儿数据来看，近期出行旅客
主要有三种，一是延迟返工的旅客，热
门出发地为海口、三亚、昆明、哈尔滨
等；二是公务、商务旅客，热门出发地为
上海、广州、北京、成都、深圳等；三是返
校学生，出发地覆盖较广。旅游客源占
比明显降低，因此，部分旅游线路出现
低价票。

出发城市中，长三角地区降幅更明
显，宁波、无锡、上海、杭州、南京机票降幅
达五成，湛江、石家庄、天津、北京、长春、
沈阳等城市也降价明显。从目的地来看，
三亚、西双版纳、海口、丽江、昆明位列降
幅前五，均超过五成，排名较高的均为热
门旅游目的地。

春节假期后半段，“春节三亚回程机
票暴涨”“三亚返程机票价格破万”等话题
登上热搜榜，引起广泛热议。而随着旅客
量减少，错峰出游的旅客不必再担心“返
程票刺客”，去哪儿数据显示，2月下旬上
海直飞三亚机票价格仅126元，3月三亚
返回上海的票价在1000元左右。

热门城市酒店也回归淡季价格，较
春节期间下降三成以上。降幅明显的城
市有桂林、哈尔滨、厦门、汕头、郑州、洛
阳、丽江、潮州、南京、珠海等。途家平台
数据也显示，春节后民宿预订价格更划
算，每晚平均支付价格同比春节期间下
降超三成。其中，苏州、厦门、珠海、宁
波、无锡、嘉兴、北海等地民宿价格下降
幅度超五成。

“在告别人头攒动的春节假期后，自
元宵节开始到三月份，冬春季错峰游市场

将正式启动。”携程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沈
佳旎认为，旅游产品价格将呈现普降态
势，旅游惬意度也将随着客流减少而显著
提升，“旅行自由”将更易实现。

出游主题方面，温泉私汤、赏雪玩冰、
户外游乐等多样产品均开始迎来价格洼
地。此外，一些热门的出境目的地同样迎
来低价出游黄金期。业内预测今年暑期将

迎来出境游热潮，不少旅客已提前筹备签
证，并预订机票。携程数据显示，韩国济州
岛、日本东京、泰国曼谷等多个目的地酒
店价格降幅明显。 (央广)

热门城市酒店、民宿价格较春节降三成以上

冬春季错峰游正当时

机构调整只是第一步。在新的监管
架构下，中央与地方要共同构建科学高
效的金融监管体系，实现“1+1>2”的协
同监管效应，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

多位金融人士认为，随着地方金融监
管体制改革迈出重要步伐，后续在具体监
管实践中，中央金融监管部门和地方党政
机关如何在日常监管、风险处置、资源调
配等方面进行深度有效的分工协作、协调
配合，还需要进一步探索和磨合。

“加强中央和地方金融监管协调机

制建设已经在顶层设计进行了总体布
局，接下来还应该在具体实践中进行优
化。”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副院长田
轩表示，要进一步厘清中央与地方金融
监管事权边界，完善金融监管权配置的
法治供给，同时以新兴业务监管作为抓
手，增强中央和地方对金融监管的合力。

对地方来说，面临着金融监管理念
转变、职能转化的挑战。“不挂牌子是否
意味着不用履行相关职责？地方金融发
展和相关金融服务责任由谁来承担？”一

名地方金融监管人士表示。
还有一些问题待解。比如，在防范和处

置非法集资等方面，地方和中央金融监管
部门存在职责交叉，如何做好分工协调仍
是关键；又如，如何加强一直相对薄弱的地
方监管力量，提升地方监管能力水平等。

专家认为，要完善制度健全、支撑有
力的配套保障机制。强化地方金融监管
法治保障建设，尽快出台地方金融监管
条例；探索建立监管考评体系，鼓励和保
护地方政府监管积极性；通过充实地方
金融监管力量等方式，提升金融监管能
力水平，以科学、有效、有力的监管不断
增强金融发展的安全性。

实现“1+1>2”协同监管效应

多地金融委亮相

央地协同金融监管新格局加快形成
在中央层面的金融监管机构改革基本落定之后，地方金融监管体制改革正在加速落地。
2024年开年以来，地方金融委、地方金融工委紧锣密鼓组建，地方金融管理局也纷纷挂牌成立。随着自上而下的金融监

管机构改革渐次落地，央地协同金融监管新格局正在加快形成。 □新华

在 2023 年 11月中央金融委员会
首次对外公开发声后，近段时间以来，
地方金融委、地方金融工委陆续成立。

据统计，目前已有20多个省份成
立了地方金融委、地方金融工委。与此
同时，多地地方金融管理局纷纷亮相，
与地方金融委办公室、地方金融工委
合署办公，人员配置与职能设置也逐
步明确。

记者观察到，多地原来的地方金融
监督管理局官网已完成更名，其中，大
多数是地方金融委办公室、地方金融工
委、地方金融管理局三块牌子并列。

另据记者了解，五个计划单列市也
在陆续成立对应级别的金融委。

“这是落实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
案、深化地方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
重要举措。”复旦大学金融研究院研
究员董希淼表示，组建地方金融委
和金融工委，将在地方层面加强党
对金融工作的领导，中央和地方金
融监管将联系更加紧密、体制更完
善，有利于加强央地协同，提高地方
金融监管效能。

根据2023年 3月中共中央、国务
院印发的《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中
央层面的改革任务力争在2023年年底
前完成，地方层面的改革任务力争在
2024年年底前完成。

随着中央金融委和中央金融工委
成立，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及各地派
出机构陆续挂牌，中央层面的金融监管
机构改革已基本完成。2024年开年以
来，筹备已久的地方金融监管体制改革
逐渐落地。

专家认为，中央部门之间的协同、
央地之间的协同，是中央金融委、地方
金融委及金融工委的重要工作。在重大
风险的处置方面，地方金融委和金融工
委将发挥落实属地责任的重要作用。

“我国各地金融监管部门按照党中
央、国务院的统一部署，落实金融机构
改革方案，推动加快形成新时代金融监
管新格局。”福建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黄
茂兴表示。

多地金融委密集组建

在新一轮金融监管机构改革中，深
化地方金融监管体制改革备受关注。从
近年来的金融监管和风险处置实践看，
加强央地监管协同的必要性、紧迫性日
益上升。

地方是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重要战
场。但由于历史原因，地方金融监管力量
比较薄弱，在处理金融发展与加强监管
二者关系时也存在矛盾。董希淼指出，地
方法人金融机构接受中央金融管理部门
监管，但国有金融资本管理、党建、纪检
监察等职权均在地方党委政府，中央金
融管理部门派出机构和地方政府在高管
任免、风险处置中难以协调的情况时有
发生。

当前，金融创新复杂多样，防风险任
务依旧艰巨，无论是加强金融监管还是
防范化解高风险中小金融机构等重点领

域风险，都对加强央地监管协同、提高地
方金融监管效能提出了更高要求。

《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提出，建
立以中央金融管理部门地方派出机构为
主的地方金融监管体制，统筹优化中央
金融管理部门地方派出机构设置和力量
配备。地方政府设立的金融监管机构专
司监管职责，不再加挂金融工作局、金融
办公室等牌子。

“针对地方金融监管部门存在的监
管手段缺乏、专业人才不足等问题，强化
金融管理中央事权，同时压实地方金融
监管主体责任，中央和地方的金融监管
职责分工更加明确，监管效能将进一步
提升。”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曾
刚表示。

在曾刚看来，央地协同的必要性体
现在日常监管和风险处置化解两个方

面。“中央和地方监管规则不统一，可能
会出现监管套利。只有央地同向发力，动
作才能统一，政策才能一致，真正实现横
向到边、纵向到底的金融监管全覆盖。”

董希淼表示，调整和剥离地方金融
监管部门金融发展、招商引资等职能，可
以避免其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
从而能一门心思抓监管、防风险。

地方中小金融机构风险的处置，也
离不开地方政府。专家表示，如果不动用
地方政府资源，容易出现没人牵头负责
或者风险处置效率比较低的情况。通过
设立地方金融委，可压实地方党委政府
的属地风险处置责任，提高金融风险化
解的效率。

金融监管总局局长李云泽此前接
受采访时表示，将在中央金融委员会的
统筹领导下，协同构建全覆盖的金融监
管体制机制，做到同责共担、同题共答、
同向发力，确保监管无死角、无盲区、无
例外。

大刀阔斧改革为哪般？

本报讯 工业和信息化部26日对外发
布《工业领域数据安全能力提升实施方案
（2024—2026年）》，提出到2026年底基本
建立工业领域数据安全保障体系。

工信部表示，《实施方案》是指导未来三
年工业领域数据安全工作的纲领性规划文
件，以“到2026年底基本建立工业领域数据
安全保障体系”为总体目标，分别从企业侧、
监管侧、产业侧等方面明确各工作目标，致
力于实现企业保护水平大幅提升、监管能力
和手段更加健全、产业供给稳步提升。

根据总体目标，到2026年底，基本实现
各工业行业规上企业数据安全要求宣贯全
覆盖；开展数据分类分级保护的企业超4.5
万家，至少覆盖年营收在各省（区、市）行业
排名前10%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立项研
制数据安全国家、行业、团体等标准规范不
少于100项；遴选数据安全典型案例不少于
200个，覆盖行业不少于10个；数据安全培
训覆盖3万人次，培养工业数据安全人才超
5000人。

《实施方案》以落实企业主体责任为核
心，以保护重要数据、提升监管能力、强化产
业支撑等为重点，从总体要求、重点任务、保
障措施三方面提出主要内容。在重点任务方
面，围绕提升工业企业数据保护、数据安全
监管、数据安全产业支撑三类能力，明确提
出11项任务。 （中新）

工信部：到2026年底——

基本建立工业领域
数据安全保障体系

本报讯 针对美国发布报告指责中国经
贸体制和政策对全球贸易带来巨大挑战，我
国商务部世界贸易组织司负责人26日回应
称，该报告充分反映了美方的单边主义和霸
凌行径，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日前，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布《2023
年中国履行加入世贸组织承诺报告》，否定
中国履行加入世贸组织承诺方面的成绩，指
责中国经贸体制和政策对全球贸易带来巨
大挑战。

对此，商务部世贸司负责人在答记者问
时表示，美方无视中国在履行世贸组织承诺
方面取得的巨大成绩，歪曲中国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显著成就，否认中
国对多边贸易体制和世界经济发展作出的
重要贡献，以毫无依据的武断标准指责中国
经贸政策，妄称中国正当贸易措施为“经济
胁迫”，颠倒黑白，对中方因美方封锁打压而
采取的应对举措扣上“主动脱钩”的帽子，诬
称中方造成“产能过剩”，充分反映了美方的
单边主义和霸凌行径。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该负责人称，加入世贸组织以来，中国
作为最大的发展中成员，始终坚定支持多边
贸易体制，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切实履行
世贸组织承诺。

该负责人表示，美方以“美国优先”为出
发点，违背世贸组织规则，实施单边贸易霸
凌，制定歧视性产业政策，扰乱全球产业链
供应链，严重影响国际贸易秩序，损害世贸
组织成员共同利益，中方及其他成员已多次
表达关注。

该负责人说，在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构
已裁决美相关措施违反世贸规则的情况下，
美方不仅拒绝执行世贸组织裁决，还使世贸
组织上诉机构陷入“瘫痪”，对多边贸易体制
造成严重破坏。美方不反思纠正自身行为，
反而以抹黑、“甩锅”的方式掩饰开脱自身违
规和破坏行径，这是极不负责任的。

该负责人称，中方再次呼吁美方及时纠
正错误言行，切实遵守世贸组织规则和自身
承诺。 （中新）

商务部回应美指责中国
经贸政策：

颠倒黑白

据新华社电 2月 26日，春运第32天。
连日来，全国铁路返程客流明显增长，旅客
出行需求旺盛。各地铁路部门坚持守好“春
运岗”，确保旅客平安有序温馨出行。

来自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的数
据显示，26日，全国铁路客流保持高位运
行，预计发送旅客1375万人次，计划加开旅
客列车1007列。

铁路部门加大运力投放，及时在热门
方向和区段增开旅客列车。国铁哈尔滨局
集团公司加开北京、上海、广州、佳木斯、
牡丹江等方向旅客列车 78 列；国铁太原
局集团公司加开北京、天津、重庆等方向
旅客列车16列，加开管内旅客列车30列，
单日预计增加6万余个席位；国铁郑州局
集团公司加开郑州东至新郑机场、周口东
等热门方向旅客列车 27 列，对郑州东至
洛阳龙门等热门区段的11列动车组列车
重联运行。

此外，铁路部门落实便民利民服务举
措，强化路地协作和安全管理，确保旅客平
安出行。

铁路返程客流明显增长

各地积极保障
春运旅客出行

近日近日，，海南各景点旅客较春节假期密度减小海南各景点旅客较春节假期密度减小，，图为游客在海南万宁石梅湾海滩游玩图为游客在海南万宁石梅湾海滩游玩。（。（新华新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