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 年 12 月 15 日 星期三5 时 评
﹃
被开户

﹄
侵害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

董希淼

星巴克的“金标准”为何防不住食品安全漏洞？探究成因，管理理念

与考核机制的矛盾，很可能是症结所在。食品餐饮企业有必要考虑调整

完善考核模式，在利润率与标准化之间寻找更好的平衡，还可考虑用技术

手段优化门店的制作流程、食材管理、供应链等，尽可能减少人为因素干

扰，同时内外部的监管要跟上。

王 鹏作（新华社发）

化解不动产“登记难”

如 何 避 免 下 一 杯 过 期 咖 啡

因历史遗留问题导致的不动产

“登记难”影响群众落户、子女入学、房

产买卖，是群众反映强烈的烦心事、揪

心事。据报道，今年以来，甘肃省聚焦

这一难题，全面摸排、研判分析，厘清

政府部门、开发建设主体和购房人责

任，简化办理程序，明确任务时限，综

合运用法律、市场等多种手段攻坚，已

累计发现涉及“登记难”问题房屋 81

万余套，化解 50 万余套，化解率超六

成。甘肃省相关部门还在兰州、酒泉、

白银等地探索试行“交房即交证”，杜

绝形成新的登记难题，遏制问题增

量。期待相关举措能够进一步完善，

并形成常态机制，切实维护开发企业

和购房人的合法权益。 （时 锋）

近日，有媒体记者卧底无锡的 2 家星巴

克店，发现店长、店员多次更改食材保质期

标签、上架本应报废的糕点。消息传出，网

友们顿觉手里三四十元一杯的咖啡不香了、

点心不甜了。类似一些商家篡改保质期、再

使用过期食材的做法已多次被曝光，可这一

次星巴克被曝光，还是让消费者颇为意外。

市场上，星巴克一直有着“以行业最高

标准为基础”、执行“星巴克食品安全金标

准”的人设，消费者愿意支付溢价。业内对

星巴克的管理制度也很推崇，据说同行对有

在 星 巴 克 工 作 经 历 的 求 职 者 也 会 另 眼 相

看。如今，发生这种不该发生的问题，令人

感到有点蒙。

正常来说，没有哪家品牌企业会主动冒着

食品安全风险使用过期食材，因为这点收益跟

企业声誉的损失相比，简直不值一提。食品餐

饮企业普遍制定了厚厚的执行手册，甚至以明

察暗访的形式来确保食品安全。可以说，企业

管理者也不愿意看到食品安全问题频发。

“金标准”为何防不住食品安全漏洞？

“零容忍”为何挡不住个别员工违规操作？

探究问题背后的成因，管理理念与考核机制

的矛盾，很可能是症结所在。

品牌企业重视食品安全，对门店营业

额、利润率等经营性指标都有严格的考核。

但是，无论加盟店盈亏自负，还是直营店指

标考核，如何做好成本控制与扩大营收的合

理平衡，似乎还是摆在经营者面前的难解之

题。如果严格执行食品安全手册，那么必然

加大食材损耗；如果未能因此扩大企业营

收，那么必将直接影响门店业绩。在此前的

某些食品安全事件中，有的门店员工上下联

手，铤而走险，糊弄公司检查，致使“金标准”

成了摆设，就是例证。

首先，食品餐饮企业也许有必要考虑调

整和完善考核模式，在利润率与标准化之间

寻找更好的平衡。再严格的规定，只有让员

工真正落到实处，才有意义。考核指标是指

挥棒，执行食品安全标准的过程在某种程度

上也是一线员工权衡利弊的过程。只有当

他们的切身利益与食品安全等指标关系更

紧密，而不仅仅与经济指标直接挂钩时，一

线员工才更有定力做好本职工作。

其次，这些企业还可考虑用技术手段优

化门店的制作流程、食材管理、供应链等，尽

可能减少人为因素干扰。如果一家门店频

繁出现过期食材，那就在很大程度上表明它

可能没那么大客流量、用不了那么多食材。

或者，在不同季节，对食材的消耗不一样，需

要动态调整。有些食材总是被剩下，可能需

要换小包装。同时，还有些流程可以用机器

取代。对于这些信息，一线员工很清楚，在

供应数据里也应当有体现。以此为基础调

整优化有关流程、管理和供应等，也许能减

少食材过期，节约资源。

再次，内外部的监管也要跟上。飞行检

查一直没有发现问题却被媒体曝光，说明企

业内部监管有漏洞，没有起到应有作用；店

员篡改标签，监管部门检查没有发现，却被

媒体发现了，说明外部的监管也出现了失灵

情况。在这一点上，市场监管部门应当加强

事前事中监管，积极主动作为。

据悉，星巴克已表示将对中国内地所

有门店启动自查，当地监管部门也同步对

辖区内的门店排查，对企业进行了行政约

谈，对涉事门店开展了调查。除了严惩涉

事门店，人们还期待调查结果能回答消费

者疑虑：这是个例还是普遍现象？喝到过

期 咖 啡 的 消

费 者 有 何 补

偿 ，如 何 避

免 下 一 杯 过

期咖啡？

日前，某地一高校多名学生在不

知情的情况下，被某银行一支行擅自

开立多个Ⅱ类、Ⅲ类银行账户，引发热

议。“被开户”不是小事，相关银行应彻

查此事，严肃处理责任人；银行业应以

此为戒，堵上制度和执行漏洞，确保开

户安全合规。

“被开户”行为侵害金融消费者的

知情权和选择权，产生的危害显而易

见。一是影响个人获取金融服务。根

据人民银行账户管理规定，个人在一

家法人银行只能开立一个Ⅰ类账户，

Ⅱ类 、Ⅲ类 账 户 原 则 上 都 不 能 超 过

5 个。如果“被开户”数量过多，就会

导致个人在其他地方无法正常办理开

卡等业务。二是可能产生风险隐患。

过多的银行账户，一旦被不法分子用

以从事赌博、洗钱等活动，不但影响个

人信用记录，还可能蒙受不白之冤。

近年来，国家开展“断卡”行动，银行对

长期不动户、睡眠账户进行清理，就是

为了降低此类风险。

过去一段时间，未经客户同意就

开通网上银行、手机银行及开立Ⅱ类、

Ⅲ类账户等行为，在个别银行时有发

生。这种明显违法违规行为之所以存

在，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是思想认识

不到位。个别银行基层员工认为这些

行为只是让客户多一个账户、多一项

功能，不需要客户支付费用，也没有给

客 户 带 来 实 质 性 损 失 ，不 是 什 么 大

事。二是考核指标不合理。部分银行

为了应对市场竞争，下达业务指标时

层层加码、过多过重，基层机构和员工

被迫通过违规行为来“完成任务”。

12 月 11 日，涉事银行分行发布情

况说明，承认“被开户”事实，认为是内部审核把关不严、不规范

操作所致，表示将注销多开立的账户并严肃追责。应该说，该分

行未回避问题、不推卸责任，态度比较诚恳。不过，“被开户”所

用的个人信息从何而来、哪个环节违规操作导致“被开户”等关

键问题，还需要进行详细调查，并将调查结果公之于众。同时，

如何完善内控制度、确保不发生类似事件等关切，也需要及时回

应，采取切实措施。更重要的是，要通过加强教育培训、完善制

度约束等方式，提高银行员工思想认识，从源头上杜绝“被开户”

等行为。对账户开立等核心环节，应采取多人交叉查验等手段，

提高风险控制有效性。同时，银行下达考核指标应科学合理，避

免基层机构和员工在过重的指标压力下行为越界。

银行账户是集中反映社会经济活动资金往来的基础，是机

构和个人办理金融业务的载体。金融管理部门应及时修订完善

银行账户管理相关办法，加大对“被开户”等违法违规行为的处

罚力度。总之，银行账户开立必须确保真实、安全、合规，这既是

维护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要求，也是维护金融安全和社会稳

定的需要。

（作者系中关村互联网金融研究院首席
研究员）

在创新力量集聚的沈水之南，有一片沃土，绿意葱茏，生机勃勃。

这里新增常住人口 30 余万，占常住人口总体规模近 40%，人口和人才

净流入增长速率和幅度均居辽宁省乃至东北前列。

没错，这里就是辽宁省沈阳市浑南区。

它站在技术高地，拥有先进的集成电路产业园，有潜在独角兽、瞪羚

羊企业密集扎堆的沈阳国际软件园，有科技精英荟萃的大学城、科技城，

各类研发机构达到 299 家。

它站在开放高地，辽宁自贸区沈阳片区、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沈

阳高新区在这里“多区交集”，开放战略、政策支持和市场机遇在此密

集交织，发挥出“乘数效应”。科技型中小企业总数是 4 年前的 6.6 倍，

达到 1585 家。高新技术企业数量翻了两番，总数突破 1100 家。力争到

2025 年，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占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比重达 60%。

经 厚 积 蓄 势 ， 它 迎 来 了 产 值 、 颜 值 并 美 的 收 获 季 ： 就 要 收 官 的

2021 年 ， 预 计 全 区 实 现 地 区 生 产 总 值 630 亿 元 ， 经 济 体 量 增 长 47% ；

固 定 资 产 投 资 达 到 368 亿 元 ， 投 资 规 模 提 升 90%； 一 般 公 共 预 算 收 入

突破 100 亿元，总量扩大 42.5%；引进亿元以上项目 500 余个，总投资

达 2500 亿元，华为、正威等一批名企纷至沓来。

迈向全面、全方位振兴，沈阳市浑南区上下不负嘱托，心无旁骛发

展集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先进制造业于一身的高端装备制造业，IC 装备、

人工智能、航空产业等多点开花；发挥利用工业互联网及其场景资源的

比较优势，推进制造转向智造，加快数字经济布局，以创新创造的新势

力推动老字号转型，新字号转高，原字号转深；发挥科研智力资源密集

优势，利用国家机器人创新中心、机器人国家重点实验室、机器人与智

能制造创新研究院等创新平台，在重点领域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在

深空、深海、深地领域支撑了国家重大战略实施，极限环境作业、空间

碎片抓取等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为破解“卡脖子”难题贡献了浑南

智慧。

浑南区以实践努力诠释，有质量有颜值的奔跑是怎样的姿态——市民

有“幸福感”、企业有“获得感”、人才有“成就感”。浑南区牢牢把握营

商环境转暖，人气转旺，民生民声转顺等发展遵循，让经济发展的实惠紧

密与企业、群众的真实体验挂钩。

敢打改革牌。“放管服”改革深入推进，创建“浑南会客厅”涉企服

务模式，全面推行“痛快办”改革，“一网通办”“一网统管”，“一次办、

提前办、无感办”成为常态，1420 项行政许可审批时限压缩 80%，营商环

境便利度排名沈阳市前列。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国家双创示范基地成果

丰硕，17 项全面创新改革试验任务全部完成。把营商环境的裁判权交给社

会，由“两代表一委员”、企业界人士等担任“体验官”，参与营商环境监

督 评 价 ； 政 府 企 业 双 向 “ 挂 职 ” 体 验 ， 在 “ 角 色 互 换 ” 中 构 建 “ 亲 ”

“清”新型政商关系⋯⋯

高举生态牌。扎实推进“蓝天、碧水、净土”工程，劣Ⅴ类水体全面

清除，秸秆综合利用率达到 90%以上；积极构建“大棋盘山”生态发展格

局，高分通过国家 4A 级景区复核验收，“七彩谷”绚丽亮相，棋盘山重现

青山碧水的盎然生机；实施城市更新 3253 公顷，新增、改造绿地 861 万平

方米，新建、维护城乡道路 735 公里；沿河区域内涝问题彻底根治，127

个整洁村、23 个美丽示范村全面建成。浑南区连续 4 年荣获省级文明城区

标兵称号。

心系民生牌。城市书房引领文化休闲时尚，“浑南之夏”点亮沈城夜

空；优质教育资源实现了从学前到高中均衡布局；4 年间，城镇和农村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增长 24%和 44.2%；最近，从民意调研中来，2022

年浑南区 15 大民生实事出炉，打通断头路，改造背街小巷，“共享用工”

行动等，件件暖心。

心中装着人民，一切为了人民，答卷交给人民。

高质量发展，终究是一场美丽奔跑。

（数据来源：沈阳市浑南区委宣传部）

沈阳浑南区:

跑 出 高 质 量 发 展 美 丽 风 景

·广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