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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常在电商平台买护

肤品，比线下便宜，种类也

多”“我通过看直播带货选购

彩妆，因为主播会现场化妆

演示，很直观生动”……不少

网友通过线上平台购买化妆

品。国家药监局日前发布

《化妆品网络经营监督管理

办法》，进一步规范化妆品网

络经营行为，保证化妆品质

量安全。专家认为，新规细

化了化妆品网络经营规定，

为化妆品网络经营活动提供

更明确的指引，有利于护航

线上“美丽经济”。

构筑 5G、北斗导航系统等一批世界级数字基础设施；打

造无人车、无人船、无人机等一批智能产品；培育智慧能源、智

能建造等一批引领性新模式新业态……国企数字化转型涌现

丰硕成果、跑出加速度。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科

技创新局负责人日前在国新办发布会上介绍，国资委全面实

施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行动计划，形成了良好局面，取得积极

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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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系特展：阅读典籍与文脉密码”近日
在浙江杭州开幕，该展特设的数字化展厅通过混合现实（MR）和裸眼3D
技术能让人们身临其境地感受古画独特的艺术魅力，吸引不少观众前来
观看。图为4月10日，观众在数字化展厅通过混合现实和裸眼3D技术感
受古画的艺术魅力。 龙 巍摄 （人民图片）

江西省宜春市奉新县积极引导纺织企业数字化转型升级，淘汰落后高能耗低效率生产设
备，引进智能高效节能设备，助推纺织产业高质量发展。图为奉新县江西金源纺织有限公司的
员工在全自动粗细络联生产线上紧张忙碌。 周 亮摄 （人民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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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引进智能高效节能设备，助推纺织产业高质量发展。图为奉新县江西金源纺织有限公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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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海南离岛免税化妆品检测区，检测人员使用气相色谱串联质谱仪分析免税化妆品中禁限用
组分检测结果。 张 茂摄 （人民图片）

下单方便快捷

“从护肤到美妆，化妆品几乎已经成为日
常生活中的必需品。”北京市民丛女士说，“因为
平常工作忙，我基本都选择在各大电商平台或
者网络主播推荐的链接下单各类产品，十分方
便快捷。”

国家药监局有关负责人表示，随着互联网
经济的高速发展，网购化妆品已经成为化妆品
经营的主要渠道之一。网络经营化妆品在为消
费者提供便利的同时，也会出现化妆品质量安
全问题。近年来，有网友反映，网络经营化妆
品的监督抽检不合格率、风险监测问题发现率
均显著高于传统销售渠道。

成都的张女士此前通过电商平台直播间网
购了一款面膜，使用后严重过敏，商家却声称产
品质量合格而拒绝赔偿，几经周折才维权成功。

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教授杨伟东
说：“因网购化妆品而侵犯消费者权益的行为在
现实中不断发生，对于传统的市场监管方式提
出许多挑战，需要监管部门进一步完善现有法
规，实行严格的产品准入制度，加大监管力度，
建立透明公开的维权渠道及信息获取渠道。”

压实平台责任

各地查获的网售假冒知名品牌化妆品案时
有发生，上海警方近日就查获一起微商销售假
冒知名品牌护肤品案，涉及假冒海蓝之谜、兰
蔻等品牌。业内人士认为，网络销售假冒品牌
化妆品屡禁不止，部分网络销售平台对入驻商
家的资质审核不严，缺乏有效的监管是重要原
因之一，线上售假渠道给市场监管工作带来一
定难度。

杨伟东认为，网购化妆品容易在第三方网
络平台的法律责任认定、销售假冒伪劣化妆品
的责任认定等方面出现纷争。化妆品消费在网
络平台的不断增加，面对的首要问题是第三方
网络平台提供者的法律责任，即消费者权益受
到侵害时，是否可以要求平台承担赔偿责任。

推动第三方平台不断强化内部管理和监
督，是促进网售化妆品监管的有效途径。《化妆
品网络经营监督管理办法》进一步明确、细化平
台对本平台内化妆品经营者的管理责任，充分
发挥平台在化妆品网络监管中的作用和优势，
明确平台对平台内经营者的管理责任，规定了
平台开展实名登记、日常检查、违法行为制止及
报告、质量安全重大信息报告等管理责任要求。

专家认为，在数字经济时代，电商平台作为
交易的组织者和协调者，连接起大量的商家和
消费者，并从中获利，理应承担重要的治理责

任。对平台经营者的责任和义务作出详细规定，
推动平台治理与政府监管在化妆品监管方面协
同发挥作用，将有效规范化妆品网络经营活动。

促行业安全透明

适应网络经营趋势，将化妆品监管的触角
从线下延伸到线上，进一步推动“线上线下一
体化监管”是《化妆品网络经营监督管理办法》
的亮点之一。

针对化妆品网络经营中出现的虚假夸大宣
传、“线上线下两张皮”的问题，《化妆品网络经
营监督管理办法》规定，平台内经营者应当在
其经营活动主页面全面、真实、准确、清晰、
及时披露与注册或者备案资料一致的化妆品标
签等信息。对于化妆品网络经营的违法行为，
与线上溯源相配套的措施是，进一步追查并落
实化妆品注册人、备案人主体责任。

《化妆品卫生监督条例》《化妆品注册备案
管理办法》《化妆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化妆品
网络经营监督管理办法》……近年来，与化妆品
经营相关的一系列规范政策文件密集出台，引
导中国化妆品行业规范发展。

“强监管对化妆品行业来说是一件好事
情。”一家化妆品企业负责人说，“在相关规定出
台前，化妆品行业有一些冒牌、假货产品无从查
证。相信强监管后，企业的行为会更加规范，化
妆品行业也会更加安全、透明。”

数字员工“上岗”

十多张表格快速切换，无数串数字在面
前跳动……在位于浙江省的三门核电站，“周
美翊”正精准执行着一条条指令，制作财务账
目报表。

作为中国核电领域的首位人工智能数字
员工，自2022年11月9日“上岗”以来，“周美
翊”表现出了超群的工作能力。它能轻松胜任
12 项业务，包括备用金催缴、进项税核验、
预算报表等。经评测，“周美翊”工作效率相
较传统模式提升 840 倍。数字人的加入，让
一线财务员工充分释放精力，专注于更具创
造性的工作。

引入数字员工，是中核集团数字化转型
的一个案例。去年底，中核集团建成投用核
工业数据中心，融合大数据、人工智能、
核+北斗等先进技术，构建“中核云”平台，
形成了“数字核工业”的基础和底座。在充分
挖掘中国核电三十年从“跟跑”到“领跑”的运
行经验上，中核集团还建成中国核电安全生
产管理平台，实现“管理流程化、流程表单

化、表单数字化”，为核电的标准化管理奠定
了坚实基础。

“数字化转型就是要通过整合企业内外部
资源，利用新一代信息化技术，围绕数据、
业务流程、组织机构的互动创新，持续提升
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构建可持续的竞争优
势。”中核集团董事长余剑锋表示，中核集团
将持续推动核工业数字化建设，推动中国核
事业高质量发展。

像中核集团一样，不少国有企业开启数
字化转型进程，积极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创
新应用，加快推进生产经营数字化，着力培
育数字新模式新业态。例如填补智能交换芯
片、通用图形处理器等一批短板空白，建设
南网智瞰、中电互联等一批高水平工业互联
网平台。

聚焦重点行业领域

早在 2020 年，国务院国资委印发《关于
加快推进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工作的通知》，
就推动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做出全面部署。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科技创新局

负责人王晓亮近日介绍，通过政策驱动、组
织推动、示范带动、平台联动，国资委统筹
推进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工作，形成了良好
局面，取得了积极成效。

在强化数字技术创新方面，积极开展
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例如，聚焦核心电子

元器件、工业软件等关键领域，国有企业
加快 5G 光收发芯片、国产 BIM（建筑信息
模型）软件平台等技术的突破和应用。相关
中央企业加大下一代移动通信、云计算等
领域的布局力度，加快 6G 网络架构等前沿
技术突破。在国资委发布的中央企业科技

创新成果推荐目录中，数字技术成果达 150
多项。

在推进重点领域智能化升级方面，国资
委聚焦制造、能源、建筑等重点行业领域，
加速数字技术对传统产业全方位、全链条改
造。据统计，2022年中央工业企业关键工序
数控化率达到 73%，中央企业成立数字科技
类公司近 500 家。国资委充分发挥 5G 等 7个
中央企业创新联合体行业龙头作用，通过这
7 个联合体，汇聚央企 60 多家，高等院所和
民企近200家，深化项目合作300余个，营造
良好生态。

在提升数字服务保障能力上，国有企业
加快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累计开通5G基
站238万个，促进5G融合应用，建成了一批
5G 全连接工厂；加快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建
设，提供北斗三号短报文通信大众服务。数
据显示，中央企业拥有科技活动人才近 200
万、研发人员超过 100 万，各类研发机构
5000 多个。创新要素的集聚，有利于人才、
平台优势充分发挥。

关乎企业生存发展

中国人民大学国有经济研究院教授杨继
东认为，国有企业肩负着经济责任、政治责
任和社会责任，同时拥有充足持续的内外部
资源和多层次全流程的核心能力，这些为其
数字化转型提供了动力和保障。

腾讯研究院发布的一项调查显示，央
企、国企开展数字化转型是内外驱动的共同
结果。具体来看，“利用新的生产要素”“响应
国家号召、服务国家战略”成为推动央企、国
企数字化转型的重要内外部力量。其他影响
因素还包括：应对同业竞争、连接生态企
业、抓住时代机会、适应消费新方向等。

在数字经济大潮中，数字化转型已不是
企业的“选修课”，而是关乎企业生存和长远
发展的“必修课”。专家认为，数字化转型
是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是构筑国
际竞争新优势的有效路径，也是构建创新
驱动发展格局的有力抓手。国有企业应增
强推动数字化转型的责任感、使命感、紧
迫感，凝聚共识、多措并举，助力经济高
质量发展。

王晓亮表示，下一步，国资委将深入实
施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行动计划，加强数字
技术攻关，深化数字技术与生产经营融合，
进一步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新兴产业培
育，充分发挥国有经济战略支撑作用，为数
字中国建设做出更大贡献。

用信息化技术提升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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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妆品网络经营监督管理办法》发布

合力规范化妆品网络经营行为
海外网 武慧敏

科技呈现古画之美

据新华社上海电 （记者余俊杰）
全国网络文学工作会议日前在上海举
行，会上发布的《2022中国网络文学蓝
皮书》显示，网络文学已成为中国影
视、游戏、动漫等文化创意产业的重
要内容源头。

蓝皮书介绍，2022 年，中国网络文
学新增作品300多万部，其中现实题材
作品20余万部，同比增长17%。主要网
络 文 学 平 台 营 收 规 模 超 230 亿 元 。
2022 年播放量前 10 的国产剧中，网络
文学改编剧占7部；网络文学改编动漫
年度授权IP数量同比增长24%；有声书
改编授权3万余部，同比增长47%。

2022 年，全国重点网络文学网站
新增注册作者 260 多万人，同比增长

13%；年度新增签约作者 17 万人，同比
增长 12%；活跃的头部作者中 90 后占
比超过80%。

网络文学成为中华文化走出去的
亮丽名片。蓝皮书数据显示，截至2022
年底，中国累计向海外输出网文作品
16000 余部，其中，实体书授权超 5000
部，上线翻译作品9000余部；海外读者
用户超过 1.5 亿人，覆盖 200 多个国家
和地区。

蓝皮书还关注到新科技应用对网
络文学发展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指出
在引导网络文学加快主流化、精品化
进程的同时，应做到与时俱进，应时
而变，实现高质量发展，为文化强国
建设作出更大贡献。

网络文学成创意产业重要内容源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