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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统计局日前
发 布 的 数 据 显 示 ，
2020 年 12 月份 70 个大
中城市房地产市场价
格稳中略涨。相关人
士指出，随着 12 月份
房价数据出炉，全年
楼 市 情 况 已 明 朗 。
2020 年，中国房地产
市 场 保 持 平 稳 运 行 ，
基 本 实 现 了 稳 地 价 、
稳房价、稳预期目标。

分城市来看，国
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
统 计 师 绳 国 庆 介 绍 ，
2020 年 12 月份，4 个一
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
销 售 价 格 环 比 上 涨
0.3%，涨幅比上月扩大
0.1 个百分点。其中，北
京、上海和广州分别上
涨 0.3%、0.2%和 0.7%，
深圳下降 0.1%。二手住
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
0.6%，涨幅比上月扩大
0.1 个百分点。其中，北
京、上海、广州和深圳
分别上涨 0.5%、0.6%、
0.7%和0.5%。

二三线城市房价
涨幅均保持稳定。统计
局数据显示，2020年12
月份，31个二线城市新
建商品住宅和二手住
宅销售价格环比均上
涨 0.1%，涨幅均与上月
相同。35个三线城市新
建商品住宅和二手住
宅销售价格环比分别
上涨0.1%和0.2%，涨幅
均与上月相同。

从房价环比上涨
城 市 数 量 变 化 看 ，
2020 年 12 月份，新建
商品住宅价格环比上
涨的城市有 42 个，比
上月多 6个；下跌的城市有 22个，比上月少 6个；
6个城市房价环比持平。其中，环比最高增幅为扬
州的0.8%；最大降幅为牡丹江的-0.7%。

植信投资研究院高级研究员马泓对记者分析，
总的来看，新建房价增长放缓，二手房价持稳。2020
年 12 月份，70 个大中城市新建商品住宅价格指数
同比增长3.7%，较11月回落0.3个百分点，二手住宅
价格指数同比增长2.1%，与前月持平。

投资、销售方面，在经历去年年初的大幅下
降之后，房地产开发投资、商品房销售持续恢
复，从下半年开始相继恢复正增长。根据统计局
数据，2020 年，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 141443 亿
元，比上年增长 7.0%，增速比 1—11 月份提高 0.2
个百分点，比上年回落2.9个百分点；商品房销售
面积 176086万平方米，比上年增长 2.6%，增速比
1—11月份提高1.3个百分点，上年为下降0.1%。

“2020年，房地产开发投资温和走高，销售实
现小幅正增长。”马泓说，房企销售持续回暖，部
分大型房企均已超出年度销售目标，现金流压力
得以缓解。

从政策层面来看，2020 年，各地全面落实房
地产长效机制，促进了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
展。今年政策取向如何？马泓认为，中央经济工
作会议强调，要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
炒的定位，因地制宜、多策并举，促进房地产市
场平稳健康发展。此后，多个部门表示要加强房
地产金融调控，不把房地产作为短期刺激经济的
手段，坚定不移落实房地产长效机制。地方也接连
出台政策措施，如南京市政府近期下发文件，要求
进一步细化和规范商品房购房政策，对弄虚作假者
将取消人才购房资格，收回房源等；成都市住建局
发文规范新房的退房和剩余房源的销售流程。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市场司司长邹澜表示，下
一步，人民银行将坚持“房住不炒”定位，保持
房地产金融政策连续性、一致性、稳定性，稳妥
实施好房地产金融审慎管理制度，加大对住房租
赁市场发展的金融支持。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部长
王蒙徽强调，2021 年要加快构建以保障性租赁住
房和共有产权住房为主体的住房保障体系。在规
范发展住房租赁市场方面，加大对“高进低出”

“长收短付”以及违规建立资金池等的整治力度，
对租金水平进行合理调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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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字号、“妆”字号、“药”字号：

不同批文的产品有啥不同？

“这是‘妆’字号还是‘消’字号？”随着激素超标抑菌霜事
件持续引发关注，家长在选购婴儿霜时变得紧张起来。

“之前给孩子买面霜都是在网上买，主要选购大牌、
销量高、好评多的产品。”今年 27岁的北京宝妈丁叮有一
个 1 岁的宝宝，她对记者说，给孩子买东西大多是网购，
有的是在小红书等种草软件上种草，有的是宝妈群里的朋
友推荐。“但是我也注意到，电商平台上刷单、刷好评的
产品特别多，碰到这种产品我会直接看提问区，才能得到
有几分真实性的评价。”丁叮说，“这次‘大头娃娃’事件
真的让人后怕，以后给孩子买东西一定要看准批文，谨慎
再谨慎。”

1月 17日，福建省漳州市“欧艾抑菌霜”事件处置工
作组发布通报称，经调查检测，确认涉事两款产品均含激
素，企业涉嫌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目前当地卫健部门已
将有关线索移送公安机关。

“大头娃娃”事件使公众目光聚焦“消”字号、“妆”
字号等不同生产批文：它们有什么区别？

记者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了解到，“消”字号产品
是经卫生部门审核批准、具有卫生批号的外用卫生消毒用
品，包含消毒剂、卫生用品等，例如湿纸巾、女性生理期
卫生用品、卫生口罩、卫生手套等。《消毒管理办法》 规
定，消毒产品主要起杀灭和消除病原微生物作用，不能出
现或暗示治疗效果。“消”字号产品不具备调节人体生理功
能的功效，既不可宣称有疗效，也不具有疗效，如果商家
宣称“消”字号产品具有皮肤护理作用，便是虚假宣传。

化妆品上标注的“妆”字号，是非特殊用途化妆品经
药品监管部门备案后获得的许可证标号。日常护肤中使用
的保湿类爽肤水、乳液、面霜、精华液，以及粉底、口
红、眼影等产品都属于“妆”字号产品。

“药”字号指的是药品，也称“国药准字号”，国家药品监
管部门审批一个“药”字号产品通常需要3年以上时间，5至
10年也算正常，并经药品评审专家严格审评，符合要求方可
批准。此外，审批期间还要做大量的产品质量定性考察、药效
实验、病理实验、毒副安全实验及大量临床实验，只有得到药
品批准文号的药品才能进行生产和销售。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经济研究部副部长刘向东指
出，与更严格的“药”字号产品相比，“消”字号产品在审
批上相对宽松。“‘消’字号产品的许可证与管理主要由省
级以下卫生行政部门负责，审批时间通常一个月左右，检
测指标主要是卫生消毒等功能，不用包括药理、病理、副
作用测试及临床验证等系列的审核批准。”刘向东说。

夸大宣传、高额利润抢占市场：

一些“消”字号产品打“擦边球”

“消”字号产品审批时间短、审批门槛低，给了不法商
家可乘之机。北京工商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周清杰分析，此
次出现的“大头娃娃”质量安全事件，暴露出个别企业在

“消”字号产品中违规添加药物以达到某种治疗效果的问
题，是恶意违规所致。

“‘纯天然’‘无激素’，为迎合新手爸妈不愿使用激素类
药物的心理，通过‘擦边球’形式夸大宣传，这是部分

‘消’字号婴幼儿产品惯用的手法。”周清杰说，“在涉事抑
菌霜的产品说明书中，写着‘可用于日常护理’，这样的宣
传手法会误导消费者以为产品可长期使用。”

除了玩弄文字游戏外，此类产品还多次宣传婴儿霜可
“祛红止痒”、可“随时随地修复宝宝每一寸肌肤”。周清杰
指出，根据国家规定，“消”字号产品不得宣传具备治疗效
果。不具备相应的治疗功能，却通过社交平台虚假宣传、
大肆销售，这严重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选择权和生命
健康权。

事实上，“挂羊头卖狗肉”、顶着不同批文违规虚假宣
传，此次“大头娃娃”事件并非第一例。2019年，济川药
业旗下“消字号”产品蒲地蓝可炎宁抑菌含漱液、蒲地蓝
可炎宁抑菌口喷在对外宣传中称可以“辅助治疗”、“预防
疾病”等，被指出涉嫌虚假宣传；“消”字号产品“艾因博

士”婴儿全效修复膏在没有任何医疗资质证明的情况下，
大肆违法宣传疗效，硬生生将仅有抑菌作用的消毒产品鼓
吹成了“皮肤神药”……

游走在政策边缘，一方面通过“低门槛”进入市场销
售，一方面夸大使用效果，误导消费者，利用巨大的利润
空间抢占市场——某种程度上，此次事件涉事公司“欧
艾”折射了一些“消”字号母婴产品的生存之道。

在销售环节，这类产品通过高额利润诱惑抢占市场。
据了解，涉事的25克抑菌霜的出库价为4元，但市场价为
80元左右，中间存在70多元的利润空间，而某正规知名品
牌的25克抑菌霜则只要30元左右。此外，虽然“消”字号
产品包装和广告不得宣传治疗效果，但实际上部分母婴店
为赚钱进行了大量口头推销。

刘向东指出，从屡次出现的“消”字号产品事件看，
作为日常使用的消费品，“消”字号产品存在一定的监管空
白。“要进一步完善监管漏洞，特别是加强‘消’字号审批
检测，实施更规范的质量监管认证，严查三无产品入市，
对有问题产品实施严格召回制度。”刘向东说。

强化风险控制，严厉打击违规违法行为：

强化监管，消费者也多留意

安全的产品是生产出来的，也是监管出来的。周清杰
说，生产企业是质量安全的第一责任人，监管部门在监管
实践中要严格执行国家标准，严厉打击违规违法行为。“婴
幼儿护肤产品因为使用对象的特殊性，无论是质量标准的
制定还是生产的监管，都应该更加严格。”周清杰说。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有关负责人表示，为加强化妆品注
册和备案管理，保障消费者健康权益，规范和促进化妆品
行业健康发展，新发布的《化妆品注册备案管理办法》（以
下简称《办法》） 将于2021年5月1日起实施。

该负责人介绍，《办法》 共 63条，严格审批审评和备
案管理，强化风险控制。一是细化注册人、备案人管理制
度，强化企业主体责任落实；二是优化注册备案管理程
序，落实审批制度改革措施；三是加强备案后监督管理，
确保产品质量安全责任落实到位。明确备案后监督管理责
任落实和工作要求，加大对备案产品违法违规行为的惩处
力度，实施备案产品分级管理，合理配置监管资源；四是
建立鼓励创新机制，服务产业高质量发展。加强注册、备
案信息化建设，构建多功能信息服务平台等。

周清杰认为，监管部门应利用大数据、区块链等手
段，提升智慧监管水平和监管效率，在第一时间掌握市场
产品的质量安全信息，最大限度把不安全产品阻挡在市场
之外。市场流通主体应规范采购流程，把控产品安全标
准。企业生产者应规范地在产品使用说明书上注明相关
功能。

除了企业按规定生产产品、监管部门提高监管效率
外，消费者也应提高警惕，慎选产品。

专家建议，消费者应注重自身科学素养和市场知识的提
升，区分消费产品和药品的功能，了解不同产品的渠道特征，
掌握价格高低与质量优劣之间的对应关系。“消费者在选购
产品时要重视品牌和信誉，谨慎使用新品，在使用新品时一
定要认真看清说明书，查看产品的构成及功效，查看原产地
和有效期，特别是涉及到人身健康的产品更要谨慎使用。”刘
向东说，“同时，对有问题的产品要及时维权，并对产品必要
的追溯渠道有所了解。”

审批门槛偏低、审核时间较短——

“消”字号产品安全，谁来保证？
本报记者 孔德晨

近日，有消费者反映一起婴儿护肤品疑
似引发“大头娃娃”的事件，舆论广泛关注。
为了避免激素药品，一些初当爸妈的人喜欢
购买号称无激素的护肤“神药”。然而，不少
所谓“神药”其实违规添加了激素，凭借“消”

字号通过审批，又在市场上夸大甚至违规宣
传，具有极大的安全隐患。不同批文的产品
有何区别？此次事件暴露出“消”字号产品还
存在什么监管漏洞？未来，这类产品监管如
何行之有效？本报记者进行了调查。

本报北京电（记者丁怡婷） 记者从国
家矿山安监局获悉：近年来煤矿智能化建
设取得积极进展。2015 年全国煤矿仅有 3
个智能化采掘工作面，2019 年达 275 个，
2020 年增至 494 个、同比增加 80%；已有
采煤、钻锚、巡检等19种机器人在煤矿现
场实施应用。

“十三五”期间，全国矿山产业结构
不断优化，淘汰退出煤矿 5464 处、产能
9.4 亿吨，整顿关闭金属非金属矿山和尾
矿库1.9万余座。

“尽管近年来矿山安全生产工作取得

明显成效，但形势依然复杂严峻。”国家
矿山安监局局长黄玉治介绍，目前全国非
煤 矿 山 3.2 万 座 ， 其 中 小 矿 山 占 比 达
86.4%；30 万吨/年以下小煤矿有 960 多
处，长期停产停工煤矿还有1084处；大多
数工艺装备落后、人员素质低、安全管理
差。黄玉治透露，“十四五”时期要实施
矿山智能化建设、淘汰退出落后产能、重
大灾害治理、尾矿库综合治理等重点工
程，力争到“十四五”末，矿山产业结构
进一步优化，安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
代化建设取得重大进展。

煤矿智能化采掘工作面达494个

位于上海市天山路的居民小区住宅。
陈玉宇摄 （人民视觉）

▶ 消费者在位于山东自贸区
青岛片区的中日韩消费专区电商
体验中心购买洗护用品。

张进刚摄 （人民视觉）

▲ 春节临近，安徽省淮北市
烈山区市场监管部门针对节日消
费量大的食品、卫生用品、保健
用品等重点商品，加强监督抽查
和执法检查。

李 鑫摄 （人民视觉）

本报北京电 （记者赵展慧） 1 月 18
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解读近日印发的

《关于加快培育新时代建筑产业工人队伍
的指导意见》，明确到 2025 年，基本建立
符合建筑行业特点的用工方式，建筑工
人实现公司化、专业化管理，建筑工人
权益保障机制基本完善。同时，实现建
筑工人终身职业技能培训、考核评价体
系 基 本 健 全 ， 中 级 工 以 上 建 筑 工 人 达
1000 万人以上。

统计显示，全国从事建筑业的农民工
有 5437 万人，占全国农民工的近 1/5，是

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普遍存在工
作临时性强、流动性大、文化程度低、技
能培训不足等问题。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有关负责人表示，
将传统意义的建筑业农民工转变成为新型
建筑产业工人，培育一大批高水平建筑工
匠，有利于优化建筑业劳动力结构。加快
培育新时代建筑产业工人，《指导意见》
共提出了 4 个方面任务，包括做实产业工
人培育载体、加强建筑工人技能培训、保
障建筑工人合法权益、改善建筑工人生产
生活环境。

到2025年中级以上建筑工超千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