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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部地区消费者满意度向

好 提 升 ，中 西 部 地 区 加 速 追

赶。各地在提供多样的消费供

给、打造放心的消费环境、维护

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方面成效

显著。

探店贵在真

种草莫

﹃
挖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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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院 门 刮 起 国 潮 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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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粉 糯 香 滑 ，无 敌 挂

汁 ”“ 不 能 错 过 的 宝 藏 店

铺”⋯⋯打开视频平台，可

以看到各种各样的探店视

频，涵盖美食、购物等多个

领域。吸引眼球的噱头、

声情并茂的介绍，吸引网

友点击观看。然而，网上

宣传和实物宛如“卖家秀”

和“买家秀”，让消费者直

呼上当的情况时有发生，

有钱就夸、不免单就给差

评 的 探 店 乱 象 也 时 常 被

曝光。

探店本质是发现身边

高 品 质 的 吃 住 游 购 娱 服

务，分享真实感受，为广大

消费者提供参考。健康有

序的探店，除了可为消费

者提供多元丰富的消费选

择，更能为商家吸引客流、

提振线下消费，创造更多

灵活就业的岗位和机会。

但当探店逐渐发展成

为一门生意，加之入行门

槛低、规范缺失、人员素质

良莠不齐、流量和利润驱

动等因素，虚假推荐、数据

造假等情况时有发生，改

变了分享好物的初衷。当

“探店种草”变成“挖坑”，

既侵害了消费者权益、对

商家的口碑产生影响，也

破坏了公平、健康的市场

环境，不利于互联网平台

的社会公信力和长远发展。

近年来，本地生活服

务市场规模不断增长。数

据显示，本地生活服务的

线上渗透率 2025 年预计将增至 30.8%，市场规模也将相

应增长到 35.3 万亿元。无论是行业健康发展的需要，还

是拉动消费的现实需求，都需多管齐下、综合施策，对相

关乱象加以治理，提高探店真实性，营造和维护良好的行

业生态。

规范探店行为的法律法规、行业规定正逐步完善。

监管部门既要充分用好现有法律法规，也要在常态化监

管中根据随时出现的新问题、新情况，及时出台监管办法

和措施，标本兼治、常抓不懈。同时，平台要担负起主体

责任，在算法和管理上下功夫、见行动，明确商家和博主

在探店合作中应遵守的规则和权责，通过各种方式手段

杜绝乱象的出现。

流量仅是生意的入口，对于商家来说，探店只是扮演

了“导流”的角色，商品和服务能不能站稳市场，终究还是

要靠品质拢住客源，靠诚信赢得信任和尊重。应树立诚

实守信经营的意识，以严格的标准做好产品服务，以高质

量赢得好口碑。

探店很火，但要“探”得规范。不管是网友推荐，还是

实地体验，探店贵在真实可靠。消费者和市场需要的是

货真价实的商品服务、客观真实的消费测评，而不是掺杂

利益的假象和谎言。探真讲真，探店业态才有好未来。

“平安喜乐、大吉大利、万事胜意⋯⋯”在西安的

书院门，只需几元钱，就能定制一张手写的国风书

签。近年来，西安文旅市场火爆，民间手艺人聚集的

古文化步行街书院门也火了起来。

春节假期，从西藏来的游客王刚带着两个女儿

来到书院门游玩，给家人们定制了“扎西德勒”的书

签后，王刚还带着女儿们体验了剪纸艺术。只见剪

纸师傅飞快转动剪刀，勾勒着小女孩的头发、眼睛等

细节。不一会儿，以两个小女孩为原型的人像剪纸

就剪好了，栩栩如生，非常传神。

“只要 20 元钱就能带孩子体验传统文化的魅力，

物超所值，两个孩子也很开心，比照片更值得收藏，

以后看到这个剪纸就会想起这里。”王刚说。

近年来，和王刚一样前来西安感受文化魅力的

游客越来越多。2024 年春节，西安再次成为全国乃

至全球游客瞩目的焦点。西安市文化和旅游局数据

显 示 ，春 节 期 间 ，全 市 3A 级 以 上 景 区 共 接 待 游 客

1060.5 万人次，同比增长 41%。西安同时还成为国内

城市入境游主要目的地第一名，入境游订单量同比

增长 4 倍多。

“今年春晚西安分会场《山河诗长安》的表演很

震撼，激发了我们内心深处的文化自豪感。所以一

定 要 来 西 安 好 好 接 受 一 下 传 统 文 化 的 熏 陶 。”王

刚说。

许多游客表示，书院门是西安最有文化氛围的

地方。“这片街区因为有碑林、关中书院等文化景点，

街道两侧卖碑帖拓片、字画装裱、篆刻印章的铺子就

有好几十家。”书院门商户刘杰说。

这几年，国潮风受到年轻人的追捧，逛博物馆、

古文化街成为旅游新风尚。文化体验、“文创+非

遗”“文创+定制”⋯⋯用轻量化方式呈现传统文化

底蕴，进而激发出了新的消费需求，成为线下消费

的新增长点。现在书院门的商户也会做一些“小而

美”的书签、扇子画等产品，价格低、打卡拍照好看，

自 用 、送 人 都 很 有 意 义 ，也 很 适 合 在 社 交 媒 体 上

分享。

“我想给我的舍友每人送一个‘学业有成’的书

签。”游客刘楚涵说。

随着文旅进一步融合发展，这条城墙根下的步

行街已不局限于卖笔墨纸砚，开始朝着综合业态转

型了。

“这里咖啡馆的咖啡拉花和甜点也融入了书法

元素，阁楼上可以和城墙合影，还能拍到书法体的

‘长安’，就是拍张照片有时得排一两个小时。”游客

吴安安说。

“现在游客渐渐多了，开始进入一年之中的旅游

旺季。”书院门商户杨佳浩说。

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北京大学美学中心研究

员朱天曙认为，利用书法文化拉动消费是普及传统

文化的一种方式，老百姓喜闻乐见。这种形式对推

广传统文化、书法的普及、非遗的传承都是有帮助

的。景点售卖的手写书签，是比较接地气的民间艺

术形式，虽不能用书法艺术的标准来衡量，但它们有

鲜活的内涵，值得肯定。

书院门火起来，离不开其背后所蕴藏的文化属

性，好口碑要考虑持续性。“现在有不少古文化街都

在进行文旅转型，关键还是要根据自身特点打造‘专

属文化名片’，提升文化内涵和艺术水平，拒绝部分

商家打着文化旗号制造低端商品，成为同质化的商

业街。”朱天曙说。

3 月 15 日是第 42 个国际消费者权益日。

近日，中国消费者协会持续开展百城消费者

满意度、消费维权年等调查测评活动并发布

相关报告，对促进消费环境建设、提振消费信

心、激发消费活力等方面进行深入研究探讨。

满意度总体符合预期

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的《2023 年 100 个

城市消费者满意度测评报告》显示，去年全国

100 个城市消费者满意度得分保持良好水

平，消费者满意度整体呈现上升趋势。

《报告》显示，2023 年 100 个城市的消费

者 满 意 度 综 合 得 分 为 79.92 分 ，同 比 上 升

1.41%。“综合近 7 年测评情况来看，自 2022 年

消费者满意度首次出现下降后，去年综合得

分再次呈现上升态势。”中国消费者协会消费

监督部工作人员汤哲表示。

具体来说，全国 100 个城市中满意度综

合得分排名前五的城市分别为无锡、杭州、佛

山、苏州、青岛。另外，有 47 个城市满意度有

所提升，其城市得分表现和提升数量均优于

2022 年，其中深圳、济南、淄博、重庆、广州等

多个城市提升幅度较大。

《报告》指出，地理位置、经济水平、城市

规模与消费者满意度密不可分。汤哲表示，

除个别城市外，东部和南部城市、经济发展

水平较高的城市得分要高于中西部及经济

发展相对较慢的城市和地区。“东部地区消

费 者 满 意 度 向 好 提 升 ，中西部地区加速追

赶，城市间的消费者满意度差异正在不断缩

小。”汤哲说。

中国消费者协会消费监督部副主任陈昂

表示，“2023 年是疫情防控转段后经济恢复

发展的重要一年，作为消费者主观感受和情

绪集中测度的满意度综合得分总体符合预

期。各地在提供多样的消费供给、打造放心

的消费环境、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方面成

效显著”。

消费意愿持续向好

今年 1 月，中消协公布 2024 年消费维权

年主题为“激发消费活力”，针对消费感知与

习惯、消费预期与趋势等方面展开调查。

近日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多数受访者

认为消费环境越来越好，超六成消费者认为

本地区 2023 年的消费市场充满活力，预计

2024 年消费活力将更加充沛。

一方面，消费活力持续彰显，理性消费趋

势明显。

消费活力反映的是一个城市或地

区的消费活跃程度，也是观察消费者

参与市场交易、改善生活的能力和信

心的重要参照。展望 2024 年，有接近

66.6%的受访者预计本地区消费将非

常有活力或比较有活力。

收入预期稳中向好，超半数受访

者对未来一年家庭收入增加充满信

心。同时，认为自己多数时候的消费

决策较为理性的消费者连续 3 年占比近七

成。汤哲表示，“这说明消费者越发重视对于

个人和家庭消费的合理规划、理性决策，理性

消费的观念和行为习惯持续深入”。

另一方面，消费聚焦新热点，消费信心持

续提升。陈昂告诉记者，从消费体验方面来

看，售后服务、性价比、好评率受到消费者重

视，理性消费、安全消费仍是消费主线。

从消费者未来一年预计增加开支的情况

看，首先，食品、儿童用品、日用百货等占据较

高比重和优先顺序；服务类消费中，将文化娱

乐、装修服务、旅游等纳入计划的受访者占比

均超过 20%。服务消费关注度要高于商品消

费关注度，这与近年来商品和服务消费融合

发展的态势不无关系。

其次，消费者对优化消费体验、促进品质

升级、体现个性价值的意愿更加强烈。有

20.1%的消费者认为“潮牌”和“国潮”文创产

品会继续成为今年的消费热点，追捧“时尚”

“潮流”的趋势持续显现。

再次，医疗美容、健身私教等悦己型、大

健康、陪伴型消费等均为近年来的新热点，极

有可能是今后一个时期激发消费活力的新增

长点。

为更好激发消费活力，各地发放的不同

类型和额度的消费券起到了明显的带动作

用。在走访调查中，不少消费者表示，如果未

来相关部门发放消费券，可以在增加消费券

覆盖领域、加大优惠力度等方面加以关注，真

正用好用足消费券的实际作用和价值，带来

实实在在的民生福祉。

权益保护不断加强

近年来，消费环境建设取得积极成效，消

费维权主动性不断增强。百城消费者满意度

测评结果显示，消费维权指标得分首次超过

消费环境。“这说明各地消费领域民生保障工

作特别是维权工作得到了广大消费者的认

可。”陈昂说。

调查发现，超七成消费者认为消费环境

越来越好，并对有关部门改善消费环境的工

作力度表示认可。但一些薄弱短板和新老问

题仍然困扰消费者，个人信息泄露、浪费现象

和预付卡经营者跑路等问题亟待治理，价格

虚高、虚假宣传、货不对板、售后服务没保障

等现象也不容忽视，应当加强治理。

此外，有超九成消费者能够识别消费问题，

消费维权意愿和主动性持续增强。低价旅游团

强制购物、视频平台会员服务“打了折扣”、共享

充电宝“好借难还”等民生消费问题引发不少消

费者共鸣。“这也进一步说明消费者识别问题的

能力持续提高，消费维权主动性强，将推动企业

经营者持续改进服务。”汤哲说。

针对调查反映出的消费者诉求，陈昂建

议，一是坚持稳中求进、以进促稳，持续优化

消费环境，夯实城市发展底气韧劲；二是积极

培育新动能和新的消费增长点，激活促进消

费的基因和动能，不断丰富消费供给，满足消

费者的日常生活消费需求、品质升级需求和

个性化消费需求；三是不断强化消费者权益

保护合力，关注消费者情绪价值和参与社会

治理的意愿，优化消费维权公共服务供给，推

动消费维权社会共治；四是注重“促消费”“补

短板”两翼联动、循环促进，不断完善消费规

则，强化消费“潜规则”和重点难点问题治理，

完善消费投诉信息公示和预警机制，发挥好

“放心消费行动”示范引领作用，让全体消费

者共享全面深化改革、高质量发展的成果。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优化消

费环境，开展“消费促进年”活动，实施“放

心消费行动”，加强消费者权益保护。陈

昂表示，下一步，中消协将结合今年消费

维权年主题调查、百城消费者满意度调查等

有关结果，对进一步提升被测评城市消费者

满意度进行深入研究，推进放心消费环境建

设、完善消 费者权益保护体制机制，

为 促 进 消 费环境建设、提振消费信

心、激发消 费活力发挥积极作用。

去年全国 100个城市消费者满意度整体呈上升趋势——

消 费 环 境 改 善 活 力 增 强
本报记者 李思雨

消费者在江苏省南京市一家超市选购商品。 杜 懿摄（新华社发）

顾客在山东省枣庄市市中区一处花卉批发市场选购花卉。 王海楠摄（新华社发）

游客在西安书院门的摊位前挑选特色文创产品。 本报记者 樊楚楚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