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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惩电子秤缺斤少两

农业风险虽有突发性，但并非不可捉摸。随着发展加快、投入加大，

农业产业化程度越高，各类风险系数往往更高，可能的损失也越大。面

对各类风险，全方位提高农业抗风险能力很有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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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用户体验优化电商服务

刘志松

眼 下 ，南 涝 北 旱 特 征 明 显 。 针 对

部 分 地 区 旱 情 ，农 业 农 村 部 启 动 农 业

抗 旱 三 级 应 急 响 应 ，财 政 部 下 达 4.43

亿 元 支 持 抗 旱 保 夏 播 。 面 对 各 类 风

险 ，全 方 位 提 高 农 业 抗 风 险 能 力 很 有

必要。

农 业 是 自 然 再 生 产 和 社 会 再 生 产

的 统 一 。 农 业 风 险 虽 有 突 发 性 ，但 并

非 不 可 捉 摸 。 随 着 发 展 加 快 、投 入 加

大，农业产业化程度越高，各类风险系

数 往 往 更 高 ，可 能 的 损 失 也 越 大 。 农

业 风 险 既 包 括 自 然 灾 害 等 传 统 风 险 ，

又 包 括 价 格 波 动 等 市 场 风 险 ，还 交 织

着 公 共 卫 生 、地 缘 冲 突 等 突 发 事 件 传

导 的 风 险 。 农 业 风 险 大 多 作 用 过 程

短，但产业恢复周期长。

先 看 自 然 灾 害 。 我 国 地 域 辽 阔 ，

气象灾害、地质灾害、生物灾害等历来

多 发 。 其 中 ，气 象 灾 害 是 造 成 粮 食 减

产的最重要因素。改革开放以来有 12

个 年 份 出 现 粮 食 减 产 ，其 中 7 次 主 要

由 旱 涝 灾 害 引 起 。 近 10 年 ，我 国 平 均

每 年 因 气 象 灾 害 损 失 粮 食 600 多 亿

斤。这两年，极端天气偏多，干旱洪涝

频发，病虫害呈重发趋势，农业防灾减

灾形势复杂严峻。

再 说 市 场 波 动 。 我 国 农 业 面 对 全

球 农 业 发 展 大 环 境 ，身 处 国 民 经 济 大

格局，风险日益多元。当前，多数农产

品 价 格 偏 弱 运 行 ，对 农 业 稳 定 发 展 带

来压力，要妥善应对。近年来，地缘政

治 冲 突 的 外 溢 风 险 加 剧 ，一 些 国 家 遇

到 风 吹 草 动 就 限 制 粮 食 出 口 ，这 些 都

会 影 响 农 产 品 贸 易 。 此 外 ，公 共 卫 生

等 领 域 风 险 也 可 能 传 导 至 农 业 ，导 致

供应阻断和市场异常。

妥 善 应 对 农 业 风 险 是 建 设 农 业 强

国的应有之义。近年来农业补贴总量

有 所 增 长 ，但 其 占 农 业 产 值 的 比 重 和

人 均 补 贴 水 平 依 然 偏 低 ，提 升 空 间 较

大 。 同 时 ，新 型 农 业 经 营 主 体 发 展 不

平 衡 ，单 体 规 模 小 、实 力 弱 ，全 产 业 链

增 收 能 力 较 低 。 此 外 ，应 对 农 业 风 险

的 政 策 工 具 还 较 单 一 ，各 类 工 具 衔 接

还 不 紧 密 。 可 以 说 ，加 快 建 设 农 业 强

国，难就难在如何科学应对各类风险。

统 筹 发 展 和 安 全 ，意 味 着 要 增 强

风 险 意 识 。 对 农 业 来 说 ，关 键 要 构 建

农 业 风 险 防 控 制 度 体 系 ，做 到 产 能 提

升 、结 构 优 化 、韧 性 增 强 、收 益 保 障 。

要坚持底线思维，从坏处着眼，做周全

准备，把不利影响估计得更足，把基础

设施、科技推广、保险期货等方面机制

构 建 得 更 完 善 ，重 点 是 发 挥 不 同 风 险

管控工具的优势。

基 础 设 施 是“ 拦 洪 坝 ”。 不 少 地

方 农 业 生 产 还 是 靠 天 吃 饭 ，自 然 风 险

突 出 。 把 风 险 化 解 在 萌 芽 状 态 ，把 损

失 降 低 到 最 低 水 平 ，离 不 开 基 础 设 施

改 善 。 工 程 方 面 ，要 加 快 高 标 准 农 田

建 设 、中 低 产 田 改 造 等 ，提 高 水 旱 灾

害 防 御 能 力 。 装 备 也 很 关 键 ，比 如 有

了 履 带 式 收 割 机 可 下 到 潮 湿 的 田 间 ，

借 助 烘 干 塔 可 更 快 达 到 收 储 条 件 ，这

些 都 可 以 通 过 发 展 社 会 化 服 务 来

实现。

科技手段是“千里眼”。随着新一

代 信 息 技 术 的 应 用 ，已 有 以 现 代 化 预

警能力和手段武装农业的可能。要加

大投入，充分发挥其在预警预报、抗灾

减灾、生产恢复中的作用。例如，借助

遥 感 技 术 和 大 数 据 ，可 第 一 时 间 发 现

灾害苗头。建立常态和应急兼顾的农

业 防 灾 减 灾 队 伍 ，可 全 面 提 升 服 务 有

效性。

保险期货是“保护伞”。鉴于农业

的公共性，既需要政府积极作为，弥补

市场失灵情况；也要发挥保险、期货等

市 场 化 风 险 管 理 工 具 的 作 用 ，增 强 产

业 自 愈 力 。 增 加 政 策 保 险 覆 盖 品 种 ，

提高商业保险保障水平，发展再保险和

大灾保险，探索“信贷+保险+期货”等

模 式 ，让 农

险 解 渴 、管

用。尤其要

加大市场推

广 ，提 高 新

型经营主体

利 用 市 场

化 工 具 分

散 和 转 移

农 业 风 险

的能力。

当前，随着我国经济

回升向好，零售消费市场

复苏势头强劲，消费者的

购物需求和购买力同步增

长，这为电商平台提供了

难得的发展机遇。自今年

5 月下旬开始，各大电商

平台陆续宣布进入“大促

模式”，通过取消“预售制”

等优惠政策和创新服务，

吸引越来越多消费者关注

参与。“618”大促则助力电

商市场消费持续升温，不

断增长的消费数据显示出

强大的底气和信心。

各大电商平台在大促

第一周期的日活跃用户数

均值，较去年有明显提升，

成交额增速呈现明显增长，

全域消费需求强劲。大促

成绩单的取得，既是基于消

费市场回暖升温的大背景，

也得益于电商平台对“用户

为先”理念的回归，通过优

惠简化、取消预售制、促销

常态化等政策，为用户提供

更加优质、高效的购物体

验。在用户日益追求高效、

便捷消费体验的当下，电商

平台要巩固已取得的成效

并不断突破，应在不断优化

用户体验、提升服务质量、

提供高性价比商品、创新服

务模式和消费场景等方面持续用力。

优化便捷购物模式，提升用户

消费体验。随着电子商务的迅猛发

展和平台间竞争加剧，消费者的购

物体验成为电商平台发展的核心竞

争力。传统销售模式下，预售模式

可以让商家根据实际预订量进行生

产，有效降低库存风险，减轻企业经

营压力。同时，预售制也因预售商

品不保价、承诺赠品不兑现、“尾款”

涨价不诚信、承诺时间不发货、“最

低 价 ”宣 传 不 属 实 等 问 题 饱 受 诟

病。取消预售制能够为消费者提供

便捷现货商品，极大地简化购物流

程，符合消费者追求便捷、高效购物

体验的需求。平台应积极适应市场

变化，强化优化供应链管理、降低库

存压力、提高资金周转率，加大对全

程客服和物流系统的投入力度，探

索平台、商家、消费者之间新的利益

平衡点，把服务核心从商家转向用

户，把服务模式从复杂转

向简捷，不断提升服务质

量和用户满意度，营造更

加便捷、高效、愉悦的购物

体验。

充分理解消费需求，实

现价格品质平衡。在保持

低价的同时，确保商品的高

质量，成为电商平台争夺市

场份额的重要途径。随着

消费者的消费行为变得越

来越理性，价格和品质成为

最受关注的要素。调查数

据显示，近 94%的消费者选

择高质价比商品，而高质量

商品的选择比例也达到了

90.72%。电商平台需要深

入理解消费者的需求，以提

供符合其期望的商品和服

务。同时，供应链优化是实

现低价高品质的重要手段，

通过精细化管理和技术手

段，电商平台可以降低物流

和库存成本，从而在价格上

具备竞争力。另外，提高运

营效率是实现价格和品质

平衡的关键，这需要加强大

数据分析和智能技术的运

用，精准预测电商平台市场

需求，通过合理安排生产和

库存，减少浪费和成本。

创 新 智 能 化 消 费 场

景 ，营 造 沉 浸 式 购 物 体

验。随着 5G、AI 等技术进一步发

展，以直播销售为代表的场景式销

售模式正成为推动电商市场消费的

新增长点。电商平台通过引入人工

智能、大数据等技术手段，不断创新

消费场景，丰富了消费内容，还为消

费者传递了更专业的知识，这种“内

容+电商”的模式提升了消费者的

购物体验，增强了对商品的理解和

信任，同时提升了消费者的购物满

意度。利用大数据技术分析消费者

购物行为和偏好，电商平台可以更

好地了解消费者需求，为消费者提

供个性化商品推荐。这提升了用户

的购物体验，还增强了平台的用户

黏性。此外，通过智能化支持，有助

于优化商品展示和搜索功能，不断

提升电商平台在售前、售中、售后各

个环节提供更加智能化、精细化的

服务，促进整个行业的健康可持续

发展。

近期，一些不法经营者使用电子
计价秤实施计量作弊行为，严重违背
诚信经营理念，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
破坏市场公平竞争环境。对此，市场监
管总局近日发布《关于严禁实施电子
计 价 秤 计 量 作 弊 的 公 告（征 求 意 见
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
稿提出了“八个严禁”，明确了生产、销
售、维修、使用、管理全链条各环节禁
止事项，强化了各方责任和管理要求。
接下来，相关部门应健全和完善投诉、
处理机制，充分发挥行政机关的主动
性，严厉打击违法行为，遏制市场缺斤
少两的不良之风，推动重点监管与长
期整治相结合。与此同时，还要持续跟
进监管，避免出现执法队伍前一秒离
开，后一秒“鬼秤春风吹又生”的现象，
为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营造良好市
场计量环境护航。 （时 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