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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电子计价秤计量准
确关系群众切身利益。国家
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持续深化
电子计价秤市场秩序综合整
治 ，近 期 专 门 派 员 赴 各 地 调
研督导。

集贸市场是民众消费农
副产品、日用消费品等现货商
品的主要场所，也是电子计价
秤 使 用 最 集 中 的 场 所 之 一 。
确保集贸市场计量准确、交易
公平，对保障民生、促进消费
意义重大。

近日，中国城市报记者随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相关
调研组一行，走进浙江省杭州
市多家集贸市场，以点及面，
深入了解全国电子计价秤市
场秩序整治开展情况。

统一配秤
筑牢监管“防火墙”

走进位于浙江省杭州市
西湖区的东山农贸市场，各类
农副产品琳琅满目，前来买菜
的居民络绎不绝，整个市场弥
漫着浓厚的城市“烟火气”。
记者看到，每家商户的摊位前
都摆放着相同样式的电子计
价秤。

东山农贸市场负责人山
海雯向中国城市报记者介绍，
商户在经营过程中使用各自
购买的电子计价秤存在作弊
风险，为减少缺斤少两现象的
发生，早在 2012 年市场就开
始施行电子计价秤统一配置。

“统一配秤为我们经营户
减少了不少麻烦和纠纷。按
照规定，电子计价秤每年都要
接受强制检定。相比之下，自
己去买秤不一定能买到好的，
质量也无法得到保障。”东山
农贸市场水果商户唐女士对
统一配秤赞不绝口。

同样施行统一配秤的还
有 杭 州 蒋 村 花 园 农 贸 市 场 。
该市场于去年 11 月列入西湖
区首批“一菜一早”改造提升
项 目 ，2024 年 1 月 营 业 。 目
前市场占地约 4193 平方米，
设有 91 个摊位，共计入驻 58
家商户。

“统一配秤，让市场管理
方能更有效地进行监管，同时
显 著 提 升 了 市 场 交 易 效 率 。
它还确保了计量精确度，方便
了市场交易数据的收集与分
析。”谈及统一配秤带来的变
化，蒋村花园农贸市场经理茹
春芳如是说。

浙江省市场监管局有关
负责人表示， 统一配秤有效
解决了集贸市场内电子计价
秤管理混乱、型式多样、计量
不准、未经检定或超期检定等

问题，推动了市场计量管理规
范化，大大减少了交易纠纷，
降低了计量投诉率。

当前，电 子 计 价 秤 统 一
配 置 逐 渐 成 为 各 地 市 场 计
量监管的重要举措。以浙江
省 为 例 ，据 统 计 ，该 省 共 有
1964 家集贸市场。目前全省
已经开展统一配置电子计价
秤的集贸市场共计 467 家，占
比 23.7%。

统一配秤，是否会增加商
户的经营成本？据了解，各地
市场监管部门结合地方实际，
巧妙整合财政、商务、银行、市
场主办方、电子计价秤生产企
业等各方力量，探索出了多种
推行统一配秤的模式。

“例如，有些集贸市场由
市场主办方或管理方统一配
置电子计价秤；有些集贸市场
主办方与银行达成合作，由银
行承担配秤费用；还有少数集
贸市场由政府出资配秤。”上
述负责人表示，总体来看，电
子计价秤统一配置没有给商
户增加经营负担。

值得一提的是，上述市场
统一配置电子计价秤的同时，
还施行统一检定、统一维修。
检定合格的电子计价秤都加
装有铅封，并在醒目位置张贴
了检定合格证和“浙品码”。
顾客通过扫描“浙品码”，可实
时查询电子计价秤计量检定
等信息，合格与否一目了然。

“ 电 子 计 价 秤 若 出 现 故
障，将由市场统一送检维修，
商户不能私自拆封。维修期
间，商户使用由市场提供的备
用秤。”山海雯说。

科技赋能
擦亮监管“智慧眼”

今年 1 月，杭州市西湖区
东山农贸市场在统一配秤的
基础上完成新一轮电子计价
秤改造升级，每家商户电子计
价秤更加智能化。

智慧化升级改造后，商户
称重数据实时上传至市场智
慧管理系统。在东山农贸市
场入口处的智慧管理系统显
示屏上，实时滚动着当天市场
菜品价格、交易明细、交易排
行、检测数据等，市场最新动
态一目了然。

同时，智能电子计价秤相
关数据也会上传至后台管理
系统——杭州市民生计量公
共服务平台。该平台是由杭
州市市场监管局开发建设的
关于民生计量器具智能化监
管服务平台，旨在使计量管理
变得更智慧、更精准、更便捷。

通过上述平台，企业可以

通过数字化动态管理本单位
计量器具台账，实现强制检定
网 上 申 请、检 定 结 果 自 动 上
传、检定证书自助管理；监管
机构可以查看计量器具台账
信息，并通过绿、黄、红三色预
警，提醒市场组织方进行计量
器具定期检定。

“智能电子计价秤用起来
更方便。以前顾客购买果篮
时，若一种水果价格输错，需
要重新称重整个果篮；现在只
要 更 正 错 误 的 价 格 部 分 就
行。”唐女士介绍，商户还可以
通过智能电子计价秤的商户
管理等功能，实时掌握每日销
售数据，精准调整进货计划。

智能电子计价秤让商户
操 作 更 舒 心 ，顾 客 消 费 更 放
心。每台电子计价秤有两面
显示屏，一面正对顾客，一面
正对商户，交易情况双方看得
明明白白。“顾客对我们市场
很信赖，很多之前常去别处的
顾客现在都转来我们这里，甚
至还有不少顾客专门打车来
选购。”唐女士说。

以数字化应用助力提升
计量监管效能的还有杭州建
德寿昌农贸市场。2023 年以
来，建德市市场监管局与浙江
省质量科学研究院开展合作，
在该市场率先试点运用电子
计价秤智慧监管系统——“秤
信宝”，全面提升农贸市场计
量监管效能。

浙江省质量科学研究院
力学研究所副所长马丙辉介
绍 ，“秤信宝”应用系统嵌入
了数据联网传输模块，称重数
据实时上传云端，在云端则设
置了相应的数字化探测手段，
能实时监测发现计量失准、失
联、失控信息。

“系统建立了计价秤标准
称重数据模型和历史数据库，
每笔交易称重数据在线实时
比对。一旦监测到称重异常，
系统会即时通知市场组织方
和监管部门。”马丙辉介绍，目
前该系统已在五个农贸市场、
三百余台秤做了试点工作，取
得较好反响。

多方共治
奏响监管“和谐曲”

“鬼秤”治理不仅需要政
府监管，还需要全社会参与监
督、行业自律，形成治理合力。

当前，各地市场监管部门
积极组织开展计量知识科普
宣传，多渠道向广大消费者宣
传识别“鬼秤”的基本方法，普
及电子计价秤防作弊知识，引
导消费者提升自我维权的意
识和能力。

记者在此次调研中了解
到，浙江正积极开展“手机变
砝码”等计量惠民活动，指导
群众利用手机等随身物品判
断电子计价秤是否准确。鼓
励群众积极发现并向市场监
管部门反映“鬼秤”问题，推动
形成政府监管、企业自治、行
业自律、社会监督的多方共治
格局。

在杭州蒋村花园农贸市
场，当地市场监管局工作人员
正使用检定合格的电子天平
对群众随身携带的手机免费
进行称重，并向群众讲解相关
使用方法。

记者拿出手机，现场办理
了一个手机“砝码”，现场显示
记者手机重量为 207.1 克。工
作人员告诉记者，贴有重量标
识的手机可看作一个已知重
量的便携式砝码，能作为消费
者购物时交易重量的参照，是
广大群众监督计量行为的一
种有效方式。

“在消费过程中，如对商
家称重结果存在疑问，我们只
需将手机放置在秤盘上进行
当场测试，就可以快速、初步
判断是否遭遇了‘鬼秤’。”上
述工作人员介绍说。

治理“鬼秤”，离不开诚信
计量体系建设。当前，各地通
过集贸市场商户星级评定、复
秤“红黑榜”、诚信承诺公示、
计量失准先行赔付、计量失信
退出等一系列行之有效的管
理措施，激发集贸市场主办方
和经营商户参与诚信计量建
设的自觉性和主动性。

据统计，全国已有 47 余
万家电子计价秤生产、销售、
使用等各类经营主体作出了
诚信计量自我承诺，仅浙江一
省就达 25380 家，有效推动经
营者自觉接受社会监督，弘扬
守信自律、诚信经营理念，营
造诚信计量良好氛围。

完善制度
织密监管“防护网”

今年 5 月，国家市场监督
管 理 总 局 印 发《关 于 进 一 步
深化电子计价秤市场秩序综
合整治的通知》，持续开展电
子计价秤市场秩序综合整治
工作。

自电子计价秤市场秩序
综合整治行动开展以来，全国
累计检查电子计价秤 257.8 万
台 ，查 获 不 合 格 电 子 计 价 秤
3.4 万台，查处电子计价秤计
量违法行为案件 1.6 万件，形
成了有力震慑。

然而，电子计价秤监管还
面临一些问题。今年 6 月，国
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计量司
一级巡视员张益群在市场监
管总局专题新闻发布会上提
到，计量法律法规体系亟待完
善。现行计量法对计量作弊
等违法行为处罚力度过低，缺
乏对市场主办者的责任规范，
急需修订。

针对上述问题，市场监管
部门已经有所行动。当前，国
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持续加
快推进《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
法》《集贸市场计量监督管理
办 法》等 相 关 法 律 法 规 制 修
订，进一步压实集贸市场主办
者 主 体 责 任 ，规 范 经 营 者 行
为，加大对相关违法行为的处
罚力度。修订完善电子计价
秤型式评价大纲、计量检定规
程等计量技术规范，提升电子
计价秤防作弊技术要求。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计量司相关负责人称，未来将
深入调研地方上的一些好经
验好做法，进行总结提炼，并
加以推广。通过加强制度建
设，建立长效监管机制，从根
本上解决“鬼秤”问题，还老百
姓一个公平公正放心的市场
环境。

治理治理““鬼秤鬼秤””        让消费者让消费者““秤秤””心如意心如意
■中国城市报记者 邢 灿文图

近日，在浙江省杭州市东山农贸市场，顾客通过智能电子计

价秤扫码支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