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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上海8月8日电（记者许东
远）以预付式为主要消费模式的健身行业，
近年来成为消费纠纷的高发区。长三角地
区近期发布的“健身合同示范文本”，有望
解决消费者“退卡难、退费难”的问题。

该“健身合同示范文本”参照《上海市
体育健身行业会员服务合同示范文本
（2021版）》（以下简称《上海2021版》），并
实现“三个一”升级：一是统一“冷静期”做
法，设置七天冷静期全额退款条款，对长三
角区域体育健身领域的冲动型消费者提供
了有力保障。二是倡导“一卡通用”，针对
长三角区域人员流动频繁、健身企业跨省
市连锁经营的特点，合同明确了会籍、办
卡、解约、退费等体育健身核心要素的约
定，尝试让消费者持一张卡可以在长三角
区域同品牌门店通用。三是统一一个“计
费公式”，合同沿用《上海2021版》创设的
公式，确定余额计算方式，明确约定退费期
限，力求使长三角消费者的退费标准一致。

长三角地区发布“健身合同示范文本”

允许购卡者
七天内“后悔”

据新华社北京8月8日电 为规范人
脸识别技术应用，国家网信办8日就《人脸
识别技术应用安全管理规定（试行）（征求
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提
出，只有在具有特定的目的和充分的必要
性，并采取严格保护措施的情形下，方可使
用人脸识别技术处理人脸信息。

征求意见稿指出，使用人脸识别技术应
当遵守法律法规，遵守公共秩序，尊重社会
公德，承担社会责任，履行个人信息保护义
务，不得利用人脸识别技术从事危害国家安
全、损害公共利益、扰乱社会秩序、侵害个人
和组织合法权益等法律法规禁止的活动。

征求意见稿要求,在公共场所安装图
像采集、个人身份识别设备，应当为维护公
共安全所必需，遵守国家有关规定，设置显
著提示标识。在公共场所安装图像采集、
个人身份识别设备的建设、使用、运行维护
单位，对获取的个人图像、身份识别信息负
有保密义务，不得非法泄露或者对外提
供。所收集的个人图像、身份识别信息只
能用于维护公共安全的目的，不得用于其
他目的；取得个人单独同意的除外。

限制人脸识别
技术过度采集
国家网信办拟出台管理规定

夏季是中药材市场销售的淡季，
今年却一反常态。《瞭望》新闻周刊记
者走访调查发现，受天气异常、资本炒
作、消费复苏等多重因素影响，市场上
中药材价格普遍出现不同程度上涨。

业内人士建议，理性看待中药材
涨价，多措并举应对价格异常上涨，积
极引导中药材市场持续健康发展。

部分药材“一天一个价”
广西玉林中药材专业市场是全国

重要的中药材集散地之一，现有来自
全国各地的经营户2000多户，日常交
易药材品种1500多种。该市场多位
受访经营户介绍，2022年底以来，中
药材价格普遍上涨。
“党参现在一公斤卖到200多元，

几乎一天一个价，去年同期仅70元左
右。”市场内一家经营超过30年的中
药材店店主刘娜说，三七、黄芪、当归
等传统滋补调理类中药材价格都有较
大幅度上涨。

相关行业协会6月发布的报告
显示，在安徽亳州、河北安国、四川成
都、广西玉林等几大中药材批发交易
市场，相比去年同期，有超200个常
规品种涨幅高于50%，25个常用大宗
药材涨幅超200%，个别品种甚至涨
价4至9倍。

7月12日，中药材综合200指数
为3589.09点，为历史高点。中国中药
协会中药材信息中心官网6月监测数
据显示，今年6月28日，305个药材品
规同比升价。

入夏以来，中药材价格上涨态势
引起各方注意。

多位中药材产业从业者介绍，夏
季气温高，中药材保存、维护成本高，
往常并不是企业采购和囤货的旺季。

而在今年中药材价格普遍高涨的情况
下，部分市场仓库库存数量也较多，出
现囤积居奇倾向。

据了解，近期安国、亳州等国内
中药材集散地均出现“冷库爆仓”现
象。在安国中药材专业市场，多家冷
库货架余位所剩无几。“几千吨的冷
库只剩几十吨的位置了。”一位冷库
负责人说，今年压仓情况比较普遍，
出货量不多。

面对价格上涨，一些药企、药商选
择减少中药材原料进购量，以降低经
营风险。
“很快就要到广金钱草的产新季

了，希望价格能降一点。”在玉林中药
材专业市场经营中草药的店主陈梅萍
说，她的库存已所剩不多，但高昂的价
格让她放缓了进货节奏。

广西仙茱中药科技有限公司总
经理何春花告诉记者，公司会适时储
备中药原材料。但当前中药材市场
涨价相对异常，在保证正常生产的情
况下，公司会适当降低中药材的库存
进购量。

广西中药材产业协会会长史玉宝
认为，药材价格上涨意味着种植户收
入增加，提升种植意愿。但如果盲目
扩大中药材种植规模，可能会带来一
定风险。“种植户应理性看待中药材涨
价，作出合理判断。”

多重因素持续推升价格
业内人士分析，资本炒作、异常天

气、种植规模减少等多重因素叠加，导
致中药材市场价格出现较大波动。

首先是异常天气频发。史玉宝认
为，近年来国内部分中药材种植区冬
春旱、倒春寒、夏高温，对中药材种植
颇为不利，造成中药材减产，价格持续
攀升。同时，近些年一些地方的中药
材种植面积和产量有所减少，市场供
需出现一定倾斜。

其次，场内场外各路资金纷纷涌
入炒作，部分经营者对中药材市场看
涨，惜售心态增强，囤货待涨盈利。
“不少游资和热钱涌入中药材市

场，中药材行业资金面异常活跃，可能
再度助推药材价格上涨。”史玉宝说。

种植端的农民看到价格上涨，也

存在一定程度的惜售心态。“我们合
作社还有近18吨的三七存货，大家
还在观望市场行情，想价位更高的时
候再卖。”一位三七种植农民专业合
作社负责人说。

对此，中国中药协会7月8日向中
药行业发出倡议：“坚决反对，也绝不
以任何形式参与到哄抬和操纵药材价
格、投机炒作等扰乱药材市场秩序的
不正当乃至违法行为中。”

其三，下游消费复苏，中药材需求
量持续增大，客观上推高价格。

记者采访了解到，2022年底中
药材价格就有过一轮明显的上涨，
缓解感冒症状类药材供不应求，导
致价格攀升。

多措并举引导产业健康发展
业内人士认为，中药材价格上涨

带来的影响及风险正逐步传导到药
企、医疗机构以及消费者，建议多措并
举防范涨价风险，引导相关产业持续
健康发展。

多家受访药企负责人表示，中药
材持续涨价推高中成药原料成本，而
医疗机构药品招标采购价格和终端价
格短期内不会调整，药企在原料采购、
生产销售中“两头受挤”，经营生产成
本趋高。

同时，随着中药材价格上涨，医
院、诊所等医疗机构的中药材药品供
应商纷纷提出价格调整需求。广西一
家中医院药学部负责人告诉记者，该
医院招标的三家中药材供应企业均不
同程度地提出涨价需求，医院近期将
针对采购情况开会商讨。

史玉宝认为，中药材价格持续推
高导致的生产成本上涨，最终会转移
到消费者身上。何春花、广西一方天
江制药有限公司总经理杨晓蓓等建
议，有关部门加强信息平台建设，加强
相关信息发布和引导，从供给端保证
药材市场有序发展，并加大力度打击
囤积居奇、恶意炒作、哄抬价格行为；
在积极引导理性科学种植的同时，加
大对种植户的技术指导，引导市场供
应平稳有序。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雷嘉兴 吴思思

（据新华社电）

中药材价格缘何“狂飙”

中消协8月8日发布消费提示，眼下正
值暑期，提醒广大家长及未成年消费者，谨
慎选择医美消费，提高风险防范意识。隆
鼻、磨骨等改变人体骨型结构的手术，须在
成年后才可以进行。

中消协提醒，家长和未成年消费者应
全面知悉医美项目的风险与禁忌症。未经
监护人同意，不得为无行为能力或限制行
为能力人实施医疗美容项目。未成年消费
者就诊时应如实填报年龄，并且遵照主诊
医师从身体健康、正常发育角度给出的专
业评估和合理建议。如果遇到权益受损问
题，及时留存好消费凭证，依法维护自身合
法权益。

新华社记者 赵文君（据新华社电）

中消协提醒

未成年人和家长
应谨慎选择医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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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8日，村民在

姚家村文化礼堂前用

传统方式给孩子们称

体重。

当日，浙江省湖

州市长兴县画溪街道

在姚家村文化礼堂开

展“多彩民俗迎立秋”

主题活动，通过“瓜上

雕刻”、“啃秋”吃西

瓜、悬秤称重等趣味

活动，让孩子们体验

传统民俗，了解节气

的相关知识。
新华社记者 徐昱摄

多彩民俗
迎立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