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焦点三 养老金
是不是不够了

不少“1 元购”侵害了消费者合法权益，对
市场秩序造成了干扰，亟须进行整治。

针对“1 元购”存在的问题，山西省市场监
督管理局相关工作人员表示，目前在监管方面
存在一些难点。

“1 元购”涉及金额小，很多消费者上当后
也不是很在意，往往抱着“嫌麻烦”的心态吃哑
巴亏，让问题得不到及时暴露。还有，很多电
商平台注册地往往不在受骗消费者所在城市，
增加了处理难度。

市场监管部门相关人士建议，应尽快制定
和细化相关法律规定，加强对网络领域市场监
管的技术研发力度，加强异地之间、部门之间

联合执法。
有关专家提出，治理低价网购乱象，需要

消费者、政府相关部门和电商平台共同作为。
一是消费者要认清“1元购”等网购陷阱背后的
猫腻，理性消费避免上当受骗；二是政府部门
要依法用好用足法律赋予的市场准入、行政监
管、行政指导和行政处罚等权限，进一步加强
对平台及商家的监管力度；三是电商平台要加
强行业自律，做好对商家的遴选和对商品质量
的把控，不断完善平台的交易规则和维权渠
道，积极受理处理消费者的维权诉求。

（柴海亮 吕梦琦 刘扬涛）
据新华社

记者采访发现，一些职
工不愿意延迟退休，主要是
担心交养老金的时间长，最
后领的时间短，相当于少拿
钱、吃了亏。

“未来一方面要开辟更
广泛的资金筹措来源，包括
提高养老保险基金的投资回
报率、加大国有资产划拨水
平等；另一方面还需进一步
完 善 基 本 养 老 保 险 制 度 设
计，提高大家参保缴费的积
极性。”彭浩然说。

近年来养老金待遇连续
提高，在改革调整过程中，也
出现了很少部分职工养老金

“不看缴费长短，只看退休早
晚”的现象。

对此，人社部养老保险
司相关负责人表示，参保人
员养老金水平与其缴纳时间
长短、缴纳金额高低密切相
关，参保人员缴费的时间越
长、缴得越多，退休后待遇水
平会越高。

据新华社

有多大必要性有多大必要性？？何时能出何时能出““时间表时间表”？”？养老金水平能不能持续提高……养老金水平能不能持续提高……

聚焦延迟退休六大焦点聚焦延迟退休六大焦点
“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中共中央

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
和二○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里的这一表述，受
到社会高度关注。延迟退休有没有“时间表”？男
女是否该同龄退休？就大家最关心的一些问题，
记者采访了权威部门和专家。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养
老保险司相关负责人介绍说，我
国人均预期寿命已从新中国成
立 初 期 的 40 岁 左 右 提 高 到 了
2019年的 77.3岁，但是新中国成
立初期确定的男性 60岁、女干部
55 岁、女职工 50 岁的法定退休
年龄，近 70年未有调整。

“与‘十三五’相比，这次规
划 建 议 强 调 实 施 ，就 是 要 真 正

‘动’起来，从顶层设计到付诸行
动，提高法定退休年龄是大势所
趋。”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会保障

研究中心主任郑秉文说。
中山大学岭南学院金融系

教授彭浩然认为，延迟退休是有
效 应 对 人 口 老 龄 化 的 现 实 需
要。过早退休容易造成人力资
源浪费。从国际横向比较，我国
现行退休年龄也明显偏低。

尽管对男女是否该同龄退
休等问题，专家们还存在不同看
法 ，具 体 取 决 于 下 一 步 如 何 规
定，但女性延迟退休的速度略快
一些、缩小男女之间退休年龄的
差异，在学界已基本成为共识。

焦点一 有多大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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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人认为，延迟退休有利
于机关、事业单位领导干部以及
国有企业负责人，能让他们施展
更多才干，同时获得较高的收
入。而普通职工特别是基层企
业职工相对缺乏积极性。

记 者 采 访 了 解 到 ，不 同 职
业、不同行业的从业者，对延迟
退休的期待也不一致。总体看，
体力劳动者担忧较多，脑力劳动

者反应没那么强烈。一些医学
专家、大学教授、科学家等“退而
不休”，有的甚至七八十岁还在
奋战。

为了减少社会震动，争取更
多支持，部分专家建议，在具体
实施延迟退休时，一是要解决激
励机制问题，二是要强调循序渐
进，注重改革的公平性、制度的
科学性。

实 施 延 迟 退 休 ，是
不是为了缓解企业职工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收
支矛盾？今年企业社保
费减免力度空前，往养
老“资金池”放的资金少
了，退休职工养老金会
不会受影响？

针 对 这 些 担 忧 ，人
社部养老保险司相关负
责人表示，确保基本养
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保
障退休人员基本生活，
是国家建立基本养老保
险制度的初心和使命，

更 是 养 老 保 险 工 作 的
“底线”和“红线”，绝不
会突破。

“ 从 前 三 季 度 企 业
养老保险基金实际运行
情况看，总体较平稳，甚
至还好于预期。从基金
收支看，总收入 2.1万亿
元，总支出 2.8 万亿元。
虽 然 短 期 收 入 低 于 支
出，但基金累计结余 4.5
万亿元。国家完全有信
心、有能力确保养老金
按时足额发放。”这位负
责人说。

“ 会 不 会 出 现 一 些
领导干部不让位子、年轻
人就业更难的问题？”面
对记者这一提问，多位专
家给出了否定答案。

“短期内、在改革转
型期，不排除个别单位、
企业可能会产生一些就
业挤压，但是长期看，不

会对就业市场产生显著
影响。”郑秉文说，国际
上其他国家延迟退休的
实际经验，也不支持这
一结论，因为就业岗位
不是一些人退出就业市
场而产生的，主要还是
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调
整带来的。

今年 9月，人社部回答网
民关于延迟退休政策提问时
表示，正按照党中央、国务院
的部署和要求，适应人口老
龄 化 和 预 期 寿 命 延 长 的 需
求，认真研究相关政策措施。

“具体何时推出需要中
央审时度势，根据具体情况
来 安 排 实 施 这 项 政 策 的 节
奏。”郑秉文说，“可以肯定的

是，延迟退休不会一步到位，
不 太 可 能‘ 断 崖 式 ’进 行 改
革，不会一年就推迟五岁退
休。”

他认为，关键要制定一
个渐进式提高法定退休年龄
的详细政策，给出“时间表”

“路线图”，让各个年龄段的
群体都有清晰预期，最大程
度获取改革共识。

打开一些网页和网购App，“1元购”广告让人
眼花缭乱。用户只要忍不住点击，就可能掉进不
良商家设置的陷阱里。有的被诱骗下载了购物
App，有的虽抢购成功却买到劣质“三无”产品，还
有的个人信息被套取转卖……“1元购”背后套路
多多，记者对此进行了采访调查。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刘俊海指出，
“1元购”利用了消费者贪小便宜的心理，就
算消费者上当也不容易引发经济纠纷，其危害很容易被忽视。

套路一：有名无实，骗人下载App，借机推销其他产品。
记者在手机上打开一款浏览器，看到一条“波司登年终促

销！羽绒服 1元 1件！库存不多！”的广告。点击后弹出一个窗
口提示下载某知名购物 App，下载并成功登录后，却发现根本就
没有此商品信息，搜索到的所有同款羽绒服价格也都在 200元
以上，方知上当。

套路二：“画大饼”，诱人拼“难以拼够的单”。
在某浏览器首页上，醒目地显示着“1 元购手机”宣传页。

太原市民刘涛按照提示扫码下载了某购物 App，完成注册后收
到提示“已砍掉 6000元，再砍 13元即可成功”。他又按要求将广
告分享到两个微信群里，该平台提示“离交易成功仅差 1元”，但
条件是“在 24小时内找 50个朋友帮你砍价”。结果刘涛一直忙
到深夜也没凑够人数，最终砍价失败。

套路三：1元倾销，假冒伪劣，坑人没商量。
太原一机关工作人员向记者反映，有一次他在某手机 App

上看到一个 1元抢购耳机的广告，产品介绍很“高、大、上”，就忍
不住试了试。没想到，一下就抢成功了。可等收到快递打开一
看，耳机不但做工粗糙，没有任何标识，而且音质很差。

套路四：充当个人信息“贩子”。
史女士从山西长治搬到太原居住后一直生活平静。但最近

她参与了某购物平台“1元购”后，开始收到各种推销电话，有的
还准确提到她的家庭住址。在向有关部门反映后，她被告知自
己的个人信息可能被购物平台倒卖了。

山西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相关工作人员提醒，一些电商平台
已经成为个人信息泄露的重要渠道，消费者花 1元买到原本价
值 10元的商品，觉得占了便宜，殊不知有的商家贩卖了消费者
个人信息。

记者发现，如今许多网站、App
上充斥着大量类似的“1 元购”广
告。绝大多数受访者都表示尝试
过“1 元购”，也帮人拼过单、砍过
价，但买到物有所值商品的人却寥
寥无几。

经常在手机上购物的王芸告
诉记者，她微信里有好几个砍价

群 ，但 砍 价 成 功 的 不
多 ，不 少 纯 粹 是 骗 人
的。

刘俊海对此表示，
现在网上流行的“1 元
购”涉嫌多项违法。

首先，“1 元购”是
一种含有虚假或误导
信息的广告，是典型的

“钓鱼营销”。商家为
了吸引眼球和提升流
量，用这种方式诱使消
费者上当，不但没有尽
到商家的信息披露义
务，而且存在主观上的

恶意，侵害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
择权，涉嫌违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和广告法关于禁止虚假广告等法
律规定。

其次，某些电商平台“1 元购”
还涉嫌违反反垄断法的有关规定，
恶意以低于成本的价格销售产品
提供服务，这是一种市场搅局行
为。

再次，一些电商平台“1 元购”
假冒伪劣产品泛滥，也涉及多种违
法行为。一是侵害消费者知情权，
违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二是损害
了同行的利益，劣币驱逐良币，违
反了反不正当竞争法；三是平台卖
假东西，违反了电子商务法、知识
产权法和注册商标法等。

此外，一些电商平台套取倒卖
消费者个人信息，也侵害了公民隐
私权。而一些浏览器在首页醒目
位置展示“1 元购”虚假宣传，其运
营公司也要承担连带侵权或民事
责任。

焦点二 会不会只利好一部分人

焦点四 会对就业
产生“挤出效应”吗？

焦点五 何时能出“时间表”

焦点六 养老金水平
能不能持续提高？

“1元购”套路多多

治理低价网购乱象 需多方共同作为

“1元购”涉嫌多项违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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