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国已成为世界上第二大化妆品消费市场。”在国家

药品监督管理局日前召开的 2021年首场新闻吹风会上，国

家药监局化妆品监管司副司长戚柳彬介绍。

随着国民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化妆品已成

为必需消费品，与公众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为了保证化

妆品质量安全，今年 1月 1日起施行的《化妆品监督管理条

例》确立了一系列制度，形成了化妆品全过程监管制度体

系。其中，质量安全负责人作为《条例》明确规定的“关键岗

位”之一，受到业界普遍关注。《条例》要求，化妆品注册人、

备案人、受托生产企业应当设质量安全负责人，否则将面临

警告、罚款等行政处罚。

过去，化妆品质量管理和产品安全并未完全统一，一般

由质量管理部门负责产品生产过程的稳定可控，由研发部

门负责产品配方、工艺、原料的安全评估。因此，原来名义

上的“质量负责人”并不能对产品的质量安全进行全面管

控。《条例》给质量负责人加上了“安全”职责，要求其承担起

相应的产品质量安全管理和产品放行职责。

“这是一项重要的制度创新，强调了化妆品作为日常消

费品更是人体健康产品的安全属性。”国家药监局化妆品监

管司监管二处处长李云峰说。

网购目前已成为化妆品的重要销售渠道之一。考虑到

线上交易监管的复杂性，《条例》对网络销售化妆品的要求

也有所更新，对化妆品电商平台经营者和平台内化妆品经

营者应当履行的义务都作出了明确规定。

一方面，要求化妆品电商平台经营者承担起平台内化

妆品经营者的管理责任；另一方面，要求平台内化妆品经营

者全面、真实、准确、及时披露所经营化妆品的信息，建立并

执行进货查验记录制度。

李云峰介绍，国家药监局将开展化妆品“线上净网线下

清源”专项行动，清理网上销售的违法产品，严厉打击利用

网络销售违法化妆品的行为，维护化妆品网络消费安全。

作为《条例》的配套部门规章，国家市场监管总局 1月 7

日还发布了《化妆品注册备案管理办法》，明确备案人在普

通化妆品上市或进口前，应按照国家药监局要求，通过信息

服务平台提交备案资料。

“告知性备案在优化备案程序、方便产品上市的同时，

并没有降低对产品安全性的要求。”国家药监局化妆品监管

司监管一处调研员林庆斌说，国家药监局将通过加强事中

事后监管，对备案资料进行备案后监督检查，发现问题的，

依法采取责令限期改正、暂停销售等相应处理措施。

我国成世界第二大化妆品消费市场——

全过程监管保化妆品安全
本报记者 曾诗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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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者下载注册使用一

款 APP，就会收到源源不断

的商业推广短信。这种捆绑

式营销就像“牛皮癣”，甩也

甩不掉。

商业类短信和电话让人不

堪其扰。如何取消、拒收？有

的商家短信中说“TD”取关，有

的说回复“Q”退订，还有的说

回复“QXFS”退订。按照商家

短信操作退订后，傻傻的你可

能还不知道，这退订费是由你

出钱。

此前，北京互联网法院对

“每日优鲜 APP 发送商业短信

案”作出判决，认定短信资费应

由每日优鲜公司负担，该判决

已生效。然而，平台通过修改

协议，在用户条款新增“如用户

选择通过电话或短信方式办理

退阅，请自行承担相应电信资

费”的规定，便轻松解决了这个

问题。

商家精明至此，也难怪有

消费者为0.1元较真。一方面，

在消费者看来，平台以格式合

同的方式约定推送商业广告，

侵害其合法权益。《用户协议》

《隐私政策》中的相关内容无

效。作为消费者，用户有权选

择拒绝电商平台发送商业广

告，退订商业推广短信而产生

的短信资费应由商家承担。另

一方面，电商平台认为，向消费者推送商业短信不违反

双方合同约定，只要在合同里明确规定，并尽到了提示

和说明义务，就没有问题。

难道，平台这样做就万事大吉？民法典规定，采用

格式条款订立合同的，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应当遵循

公平原则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合同履行费

用的负担不明确的，由履行义务一方负担。按照法律，

倘若格式条款的制作方一味不合理地免除或者减轻其

责任、加重对方责任、限制或者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

该格式条款无效。

公平若失之毫厘，其结果和导向则谬以千里。相

比于 0.1元的资费，消费者更在乎其背后的公平问题。

投诉、诉讼是消费者维权的无奈之举，解决公平问题还

需要从根上治。

笔者认为，对于“一对众”平台，预先拟定并面向众

多会员重复使用的条款，符合自身商业模式发展需求，

但在条款设置上要平衡权利义务，提供多元化服务也

要自觉承担相应义务。同时，针对平台发送的商业推

销短信，不管是行政监管还是立法都要有所规制，力度

应该加强。有关部门要完善制度机制，堵住个人信息

泄露的风险漏洞，同时营造良好的互联网生态，加强事

前监管，完善事中事后处置，从而保护消费者合法

权益。

丰富的课程和师资资源，加上灵活的学习时间，使“云”上学习受到欢迎——

“ 云 ”端 掀 起 学 习 热
本报记者 沈 慧

下午 3点，在北京上小学二年级的皓皓放

学回到家，开始了“云”端学习。根据课程安

排，皓皓当天要学习的汉语故事是“道不同，

不相为谋”。“‘道不同，不相为谋’的意思是，

志向不同的人，不能在一起做事。比如，有的

小朋友读书是为了获得奖励……”书桌旁，一

脸稚气的皓皓望着屏幕上的 AI 老师，听得津

津有味。结束这堂语文课，当天皓皓还有个

“重要任务”要执行——跟 VIPKID 的外教老

师Jack连线学习英语，一周三次。

伴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和移动应

用终端的快速普及，而今，像皓皓这样开始

“云”端学习的用户越来越多。而新冠肺炎疫

情更是为“云”端学习按下了“快进键”。

在线教育“飞入寻常百姓家”

虽然还不到 8岁，但对于“云”端学习这种

方式，如今的皓皓早已习惯了。“有教材、有视

频，孩子在家也可以学习，不需要线下机构那

样定期去现场。”皓皓的妈妈侯女士告诉记

者，早在 2016 年，皓皓刚刚两岁时，她就陪着

孩子一起试听了一些线上学习课程，比如巧

虎早教课等。后来，发现儿子对线上课程表

现出了些许兴趣，便趁热打铁陆续购买了一

些课程。现在，随着儿子慢慢长大，皓皓“云”

端学习的课程已覆盖语文、数学、英语、思维

和围棋等。

“‘云’端就能学习，这省去了不少路

上的时间和精力，学习时间也相对自由，这

个优势在疫情下更加明显。”不只时间安排

上更方便，省钱也是侯女士为儿子选择线上

课程的一个重要原因，“比如同样的英语外

教课，线下一堂‘一对一’课程需要 300 元

至 400元，线上只需要 100元至 200元，相比

便宜不少”。

性价比仅是一方面。“云”端学习，效果究

竟如何？“为了保证线上学习的效果，有些课

程会安排 1 个至 2 个老师，一位授课老师、一

位辅导老师，他们会分别从不同角度跟家长

和孩子沟通，以保证学习效果。”让侯女士感

到欣慰的是，对于“云”端学习，儿子不仅不排

斥，还挺喜欢。“比如在英语课堂上，孩子特别

喜欢跟老师介绍自己身边的趣事或者向老师

展示自己画的画。从一开始听不懂指令，到

现在可以跟老师进行简单的英语交流，这个

进步挺让人惊喜的。”侯女士说，“后期，我们

可能还会给他报名线上钢琴陪练和美术。”

皓 皓 的“ 云 ”上 学 习 经 历 只 是 近 年 来

“云”端学习逐渐升温的一个缩影。《第 45 次

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我

国在线教育用户规模达 4.23 亿，占全国网民

数量的 46.8%，与 2019 年 6 月相比，用户规模

增长约 1.91 亿，增幅近 82%；从增幅上看，在

线教育用户渗透率明显提升，已经正式走入

中国家庭。其中，低幼及素质教育、K12 学

科培训近两年在在线教育领域的市场份额

持续扩大。

“云上学习不仅具有丰富的优质师资资

源，也节省了大量接送时间，因此家长更倾向

于为孩子选择线上学习。”VIPKID 在线教室

中心负责人张武锋说。

成年人自我提升需求旺盛

不只是爸妈给孩子买网课，如今一部分

成年人的学习阵地也搬上了“云”端。在公司

同事的推荐下，“90 后”肖女士最近就成了一

名“云”端学习爱好者。“我购买的线上课程是

关于四六级培训考试的，选择线上是因为上

课时间比较自由，就算不能上直播课，也可以

看回放，费用也不高，而且报名还送配套学习

资料。”肖女士说。

像肖女士一样，利用“云”端充电的职场人

士还有很多。家住北京石景山区的孟女士也

是其中一位。两年前，孟女士报名在线学习了

互联网产品经理的相关课程。现在，在结束了

第一次“云”端学习课程后，她又在“云”端学习

起了绘画。“这是大鹏教育开设的‘七合一’网

课，可以学素描、水彩、水粉、彩铅、油画等，每

周三次，效果还不错。”如今的孟女士不仅自己

成了一名“云”端学习爱好者，在她的影响下，

女儿也喜欢上了“云”端学习。

两位女士的故事不是个例。据人社部发

布的消息，我国线上技能培训发展迅速，截至

2020年 5月 9日，全国线上技能培训注册总人

次数已超过 830万，在全国职业技能提升行动

一季度培训总人次数中，线上培训占一半。

淘宝教育《2020年成年人自我提升报告》也显

示，3 成用户把网课买给孩子，7 成买给自己，

成年人的“自我优化”从未停止。

用户体验仍需提升

“未来几年，云上学习技术的持续升级、

个性化教育的普及还将推动‘云’端学习市场

规模进一步增长。”在张武锋看来，疫情为

“云”端学习提供了天然的用户习惯培育期，

这让在线教育意外获得了发展良机。“以 VIP-

KID 为例，我们已打破在线青少儿英语‘一对

一’不盈利的‘魔咒’，连续两个季度实现单位

运营成本为正，并拿下了在线少儿英语 80%的

市场份额，迎来了最好的发展局面。”张武

锋说。

有着多年线下运营经验的老牌教育机构

新航道国际教育集团同样对“云”端学习市场

充满期待。“‘互联网+’时代，教育行业更加需

要思考如何借科技之力打造更加优质的教学

服务，从而满足消费者的多样化需求。”新航

道国际教育集团教学管理部总监兰熙介绍，

后疫情时代，打造英语学习线上线下深度融

合的生态，线上线下“夹击”式击破广大雅思

备考者口语和写作输出障碍，新航道 2020 年

11 月正式推出“OMO（Online-Merge-Offline

线上线下融合）外教批改系统”学习平台。“这

一‘云’端学习方式让高质量的雅思备考摆脱

了地域限制，在中国老师的课堂上，学生们也

能远程享受到匹配课程内容的外教批改。”兰

熙说。

而这或许只是个开始。“眼下，中国正在

引领全球 5G 技术的发展，一旦基础架构设置

完毕，它将极大地提升在线教育特别是沉浸

式学习体验，借助支持 5G的 IoT设备，‘云’端

学习届时将会更加灵活。”张武锋说。

当然，“云”端学习风生水起的同时也面

临着诸多挑战。“现在，有些线上课程已经成

为线下课程的有益补充，但是还不能替代线

下课程更为真实的学习环境。另外，孩子看

电子屏幕久了，视力也会受到影响，这点需要

家长和孩子共同注意。”侯女士说。

“技术仅是实现教育的一种手段，教育产

品不是快消品。”张武锋认为，从“能上课”到

“上好课”，未来致力于“云”端学习的相关从

业者还要继续努力提升消费者体验。

伴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和移动应用终端的快速普及，通过“云”端进行学习的消费者越来越多。图为在不久前举行的宁夏“互联网＋教

育”装备博览会上，参会者体验智慧书法教室教学装备。 新华社记者 王 鹏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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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连云港中荷花卉有限公司

大棚里，工作人员正在整理一批即

将销售的蝴蝶兰。随着春节即将来

临，连云港市各种年宵花开始走俏，

各大花卉公司加紧备货，及时投放

市场，满足市民选购需求。

耿玉和摄（中经视觉）

年近花俏销

下列机构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

员会遵义监管分局批准予以终止营业，注

销 《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现予以

公告：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遵义市新华支行

批准成立日期：1988年06月13日

住所：贵州省遵义市红花岗区新华路80号

电话：0851-28236007

机构编码：B0003S352030001

许可证流水号：00278185

批准终止营业时间：2020年9月7日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遵义监管分局
关于银行业金融机构终止营业的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银行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720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银行管理条例实施细则》（中国

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令 2019年第 6号）以及《中国银保监

会外资银行行政许可事项实施办法》（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

委员会令 2019 年第 10 号）的有关规定；经向中国银行保险监

督管理委员会滨海监管分局报告，韩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

天津滨海支行营业场所变更为：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第二大

街汇川大厦 101号-1-2。其他事项不变，换领《中华人民共和

国金融许可证》。现予以公告：

韩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天津滨海支行
KEB Hana Bank (China) Company Limited Tianjin Binhai Sub-branch
机构编码：B0309S312000001

许可证流水号：00608813
业务范围：许可该机构经营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依

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规定批准的业务，经营范围以批

准文件所列的为准。

批准成立日期：2010年04月20日

住所：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第二大街汇川大厦101号-1-2

邮政编码：300457
电话：022-59811155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滨海监管分局

发证日期：2020年12月28日

以上信息可在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网站 www.

cbirc.gov.cn查询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外资银行变更事项的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