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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化医疗美容市场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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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客 房 东 ”可 行 吗
支持新业态新模式健康发展，需要打破惯性思维，坚持包容审慎监管，

探索创新监管模式。必要时，应及时修订完善监管政策制度，为新业态新

模式发展留足空间。

培育农村消费多元主体

周其森

刘志永作

中秋连国庆的超级黄金周，如果你

没有订到酒店，要不要来我家住——最

近，社交媒体上出现了大量“国庆北京住

我家”“国庆武汉住我家”“国庆平潭住我

家”⋯⋯博主们晒出自家照片，邀请网友

住。一时间，好像各地都有“好客房东”。

根据不同房型，房东报价普遍在每

晚 100 元至 200 元，通常相当于附近经济

型酒店价格的一半或三分之一。相比简

单的酒店房间，房东们晒出的房间大多

宽敞温馨，有的还是精装修的独立公寓，

看起来很诱人。

对 这 种 来 自 陌 生 人 的 热 情 相 邀 ，

网 友 们 反 响 积 极 ， 原 因 就 在 于 省 钱 。

国 庆 假 期 酒 店 价 格 飙 升 ， 动 辄 上 千

元 。 北 京 某 快 捷 酒 店 甚 至 推 出 楼 梯 间

房 ， 仅 有 1 张 1 米单人床，国庆期间最

高涨至 650 元 1 晚。目前，这个楼梯间房

因涉嫌消防不达标已被查封，但 650 元

一晚的楼梯间房和 100 元一晚的“国庆

住 我 家 ” 同 时 出 现 ， 给 人 们 留 下 了

思考。

“国庆住我家”，看起来省钱，实则风

险不小。所谓的“好客房东”，一种是普

通人，出租闲置房间；另一种是经营性的

民宿，换个方式揽客。房东要求通过微

信、闲鱼等外部平台达成交易，脱离了传

统的 OTA（在线旅游）等渠道，事实上失

去了监管和保障。

今 年 端 午 节 假 期 ，不 少 酒 店 、民 宿

曾临时违约涨价、强制取消订单。对商

家 强 制 违 约 的 订 单 ，消 费 者 下 单 的

OTA 平 台 提 供 了 免 费 调 配 房 间 、给 予

现金补偿等解决方案。但在网友与“好

客房东”的交易中，并没有交易中介。一

旦出现问题，是找小红书赔，还是找微信

或者闲鱼赔？

网友入住“好客房东”家，还多一重

人身和财产风险。OTA 平台等民宿预订

渠道，要登记双方真实信息，收取押金或

者信用免押，方便赔偿追责。但在网友

跟“好客房东”的交易里，线上承诺跟线

下真实情况可能有出入，出现财产和人

身损失也不好划分责任。

考虑到种种情况，“国庆住我家”未

必可行，但共享房间的思路应该是可行

的。前两年的共享经济大潮中，短期出

租闲置房屋乃至客厅沙发床曾经盛行，

短租客被称为“沙发客”，还吸引了海外

共享住宿巨头“爱彼迎”，出现了“小猪短

租”等本土企业。

2020 年，国家发展改革委等 13 部门

曾联合出台 《关于支持新业态新模式健

康发展 激活消费市场带动扩大就业的

意见》，其中明确提出鼓励共享住宿等

领域产品智能化升级和商业模式创新。

遗憾的是，因为信任问题、监管风险、

小 区 管 理 等 客 观 原 因 ， 截 至 2022 年 ，

“爱彼迎”已退出中国，小猪短租改名

小猪民宿，跟携程、美团等平台一起，

做起了职业房东的民宿生意。

职业房东房源有限，且有经营压力，

价格不可能太优惠。“国庆住我家”受欢

迎，说明消费者需要更有性价比的住宿

解决方案。近两年，每到假期都会出现

酒店价格暴涨的新闻，反映出百姓出行

需求旺盛，市场供给阶段性短缺。这种

阶段性短缺，不宜通过增加酒店等“不动

产”来解决。如果能鼓励更多个人房源

加入正规短租平台，有利于平抑假期房

价，还能增加居民收入。

显然，个人房源进入民宿供给池会

增 大 监 管 难 度 ，但 难 监 管 不 代 表 无 法

管。支持新业态新模式健康发展，需要

打破惯性思维，坚持包容审慎监管，探索

创新监管模式。必要时，应修订完善监

管 政 策 制

度 ，为 新 业

态 新 模 式 发

展 留 足 空

间 。 随 着 信

用 监 管 措 施

和 技 术 逐 步

普 及 ，也 许

可 以 尝 试 接

纳 一 张 共 享

的沙发。

近日，甘肃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曝光

了几起医疗美容领域违法典型案例，可

谓件件惊心，但处罚结果却令人唏嘘。

暴利、套路深是医美行业的突出问题，

但认定难、取证难、处罚轻让部分“黑医

美”有恃无恐，甚至抱着“抓住罚 1 万，

抓不住赚到嗨”的侥幸心态，大肆赚取

“黑心钱”，“假专家”“假机构”“假产

品”这“三大坑”长期以来难以遏制。

消费者若不慎入坑，被宰几万元甚至几

十万元的情况并非鲜见。一些消费者

担心，处罚太轻恐难以有效打击遏制

“黑医美”。相关部门应尽快修订完善

有关条款，提高罚款上限，对严重违

法违规的医疗美容机构实施取缔，对

严重违法的相关单位或个人实行终

身禁医。 （时 锋）

商务部等部门日前联合印发《县域商业三

年行动计划（2023—2025 年）》，对县域商业发展

作出部署。宏观上来说，发展县域商业，需要

“有效启动农村市场”。党中央对此曾作出专门

部署，实践中也取得了较大成绩。然而，有效启

动农村市场复杂而系统，需要协调各方，共同

发力。

农村市场的繁荣，一个重要的着力点在于

有效增强农民消费信心。增强信心不能等、靠、

要，而是要坚持把增加农民收入作为“三农”工

作的中心任务，千方百计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

道，从而增强个体消费能力。这也是有效启动

农村市场的关键。

从工资性收入的角度来讲，改革开放开辟

了农民工资收入的基本渠道，乡村振兴为农民

提供了家门口就业的机会，农民工资来源不断

扩展，整体性收入不断提高。农村丰富的劳动

力资源反过来推动乡村产业，创造农村多样化

就业岗位。经济规律和乡村振兴战略同频共

振，把乡村人力资源和经济需求进行合理配置，

有助于形成农民工资持续增长的趋势。

就经营性收入来说，现代农业产业链不断

拉长，促进了农村工商业的发展，各种农业衍生

业态赋予农民生产者、经营者双重甚至多重身

份，自然也就使农民获得更多收入。在政策的

大力支持下，各种农家乐、民俗旅游、休闲、康

养、研学等农文旅融合产业日渐丰富，这些都会

不断拓展农民的经营性收入。

财产性收入的改善也很重要。这类收入主

要是指农民在各项集体资产中的确权定利，比

如集体土地流转、厂房租赁获益等，以及通过深

化农村经营体制建设而获得的收益。鼓励农民

通过多种形式参与适度规模经营、享受新型集

体经济红利，也是不断增加农村家庭收入的有

效方式。

收入增加了，农村消费也就激活了，需要注

重多层级供给，针对农民生活需求，采取不同措

施，培育消费多元主体。通过研究农村市场新型消费主体，及时掌握市场

需求变化，不断调适市场供给，既保障满足一般需求，又适时引导超前需

求，多层次推动农村健康消费方式养成。

一方面，县域商业发展离不开地域农产品支撑。特色农产品的商品

转化率和市场流通率，是地区商业的内生活力所在。本地农产品尤其是

特色农产品体系建设，对于加快县域农产品商品体系建设、夯实内循环基

础具有重要意义。当下，既要完善现有农产品商品体系，又要挖掘农产品

资源潜力，还要开辟更多的特色化农产品商品品类。

另一方面，在农村商业成本高于城市的情况下，活跃农村消费市场须

借助价格优惠。应研究制定农村商品在交通、物流、水电、通讯、网络等方

面的综合优惠机制，同时，扩大农村电商覆盖面，提高农村电商发展质量，

以现代商业平台手段降低商品价格，让利于民，激活消费，把农村市场推

向健康轨道。

还要切实保护农民消费者权益。商品售后服务缺失问题在农村仍然

突出，甚至伤农害农事件也时有发生，应提高经营主体商业素养和职业道

德，建立城乡贸易深度融合、一体化发展的长效机制，培育新型农村商业

秩序。同时强化农村商业制度建设和农民商业行为规范，持续优化乡村

营商环境，厚植农村商业发展的良好制度环境，培育新时代农村商业文

化，促进农村市场的长期繁荣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