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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全国消协组织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 15.2亿元

　　12 日，市场监管总局发
文称，2021 年全国消协组织
共受理消费者投诉 104 万件，
同比增长 6.4%，解决 83.6 万
件，投诉解决率 80.0%，为消
费者挽回经济损失15.2亿元。
　　2021 年，中国消费者协
会以“守护安全 畅通消费”

消费维权年主题为主线，在政
策理论研究、参与立法立规、
消费教育引导、消费社会监督、
消费投诉处理等方面取得新成
绩。
　　针对消费者普遍关注的热
点难点问题，中国消费者协会
发挥社会组织监督作用，先后

发布“任何品牌在消费者面前
都没有特权”“尊重消费者是
企业经营的首要前提”“加强
网络消费领域算法规制 保障
消费者知情权选择权公平交易
权”等观点。
　　市场监管总局表示，中国
消费者协会主动探索创新消费

维权模式，积极推进投诉便利
化、规范化措施，从投诉信息
公示、集体诉讼、支持诉讼等
方面探索消费纠纷多元化解新
模式，取得较大进展。
　　据统计，湖北省消委会着
力打造 3·15 消费投诉和解平
台，综合和解成功率达 82%，

维权效能得到大幅提升。2021
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
投诉104万件，同比增长6.4%，
解决 83.6 万件，投诉解决率
80.0%，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
失 15.2 亿元。

中国经济数据释“暖意”，能给资本市场带来什么
　　A股近来持续低迷的情况
并未出现明显好转，在本周已
结束的两个交易日中继续下探
并刷出新低。
　　截至 15 日收盘，沪指
下跌 4.95%，失守 3100 点；
深证成指下跌 4.36%，收于
11537.24 点；创业板指下跌
2.55%，险守 2500 点。
　　A股持续下跌原因何在？
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
田利辉分析称，主要是受国内
形势和国际局势的叠加影响。
在国内，疫情反复给企业经营
和经济发展带来更大难关；在
国外，一方面俄乌战争可能会

导致供应链、生产链断裂，另
一方面美国物价暴涨或将带来
更快的加息和缩表，反映到股
市上造成下跌。
　　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程
实指出，从基本面看，中国国
内经济压力依旧不小。内需疲
弱弱化了企业的盈利能力，而
外需不确定因素较大，抑制了
企业进一步投资扩张的动力。
　　从风险偏好的角度看，美
国加息和地缘冲击加剧了国际
资本和资产投资组合的调整，
这种外溢效应对 A股市场同样
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从流动性的角度看，当前

主要的流动性支持是通过财政
直达中小微企业，保障就业，
民生和市场运转，因此保证中
小企业的生产和生存依旧是当
前稳增长的重中之重。
　　值得注意的是，当天官方
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 1至 2
月份中国的工业生产、固定资
产投资、房地产开发投资、社
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均好于市场
预期。中国国家统计局新闻发
言人付凌晖直言，从数据上来
看，中国经济呈现出了阵阵的
暖意。
　　“先行数据与高频数据均
已确认中国宏观经济呈企稳态

势。”华兴资本首席策略分析
师庞溟对中新社记者表示，宏
观政策的跨周期调节力度和对
实体经济支持力度稳步提升，
实体经济继续加强，政策扶持
边际强化效应明显，内生增长
动力增强，市场主体活力足、
韧性强、潜力大，企业盈利状
况逐步得到恢复和改善，积极
变化逐步增多。
　　经济数据“暖意浓”，这
能给低迷的资本市场带来什
么？庞溟认为，宏观经济与资
本市场是相互促进的正反馈关
系，经济基本面稳定向好对资
本市场来说，会从盈利端和估

值端给 A股市场表现提供支
撑，市场情绪或将得到改善。
此外，宏观经济的表现也助力
人民币汇率更为稳定，让境外
投资者看好人民币资产，为市
场提供支持。
　　田利辉则表示，除宏观经
济因素变化外，更重要的是看
应对这些经济问题、企业问题
和民生问题的政策推出的时机
和力度。在中国经济“稳”的
经济总基调下，如果能够加快
推出有力度的财政支出政策和
相应的货币政策，A股存在反
弹甚至结构性反转的局面。

中国内地中高风险地区达 223个 京津渝均现聚集性疫情
　　中国国家卫健委 12 日通
报，11 日中国内地新增确诊
病例 588 例，其中境外输入
112 例，本土 476 例。新增无
症状感染者 1173 例，其中境
外输入125例，本土1048例。
　　截至 11 日 24 时，中国
内地现有确诊 5461 例，累计
报告确诊病例 113528 例，累
计死亡 4636 例。境外输入现

有确诊 2566 例，累计确诊
16106 例，无死亡病例。
　　中国内地本土疫情继续高
位运行，且呈上升势头。11
日新增本土确诊 476 例、无症
状感染者 1048 例，均创今年
以来日增新高。8日 -11 日，
中国内地新增本土病例 (确诊
病例 +无症状感染者 )分别
为 555 例、837 例、1100 例、

1524 例，连续 3天出现跳跃
式增长。其中新增本土无症状
感染者今年来首次突破千例。
　　当日新增本土确诊涉及
17个省份，其中山东(159例)、
吉林 (134 例 ) 破百例，6省
市达到两位数：天津 35 例、
广东 33 例、陕西 30 例、浙江
23例、河北22例、江苏20例。
上海、云南、甘肃、黑龙江、

北京、内蒙古、福建、河南、
青海也均有病例。
　　当日新增本土无症状感染
者分布在 15 个省份，其中 3
省破百例：山东 400 例、吉林
266 例、广东 191 例；5省市
两位数：上海 78 例、甘肃 40
例、河北 22 例、云南 19 例、
江苏 13 例。据统计，近 4天
来中国内地本土病例波及省份

已达 24 个。
　　随着本土病例大幅增长，
截至 12 日 17 时，中国内地中
高风险地区达到 223 个。其中
高风险地区 14 个，分别在山
东 (5 个 )，天津、内蒙古、
甘肃 (各 2个 )，吉林、广东、
陕西 (各 1个 )。中风险地区
209 个，分布在上海、天津、
山东、吉林等多个省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