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调查

■本报记者 何易│周辰

每次骑在路上都提心吊胆
我有两个女儿 ， 姐姐念小学

二年级， 妹妹在幼儿园中班。 校、

园距家超过一公里 ， 路程长短很

尴尬 ， 单行道也多 ， 所以电动自

行车成了最佳选择 。 每天早上 ，

我骑着 “小电驴” 送她俩去上学。

我也知道， 上路只能载一名 12 周

岁以下未成年人 ， 但往返两次接

送实在来不及 ， 每次骑在路上都

提心吊胆 。 还有桩事也挺担心 ，

电动自行车在家 、 在楼道里充电

会有安全隐患 ， 但是社区里也没

有更好的统一充电设施 。 请问 ，

“小电驴” 上的?常生活， 如何确

保安全？

———家住普陀区宁夏路某小区的?女士

全网最低价？直播带货应该停止忽悠消费者了
唐健盛

今年 “双 11”最火的新闻 ，无疑是各类直

播带货的“战报”。 从头部主播到明星主播，创

造出了“天文数字”成交额。

这些“天文数字”背后的商业逻辑在于两

个“相信”：商家相信头部主播能创造“爆款”奇

迹，而消费者相信在直播间能获得“全网最低

价”。这些头部主播虽然都有大量的“粉丝”，但

天量的成交，主要依靠的还是冲着“全网最低

价”进入直播间下单的消费者。

直播带货的“全网最低价”是如何炼成的？

这确实需要一整套的运作。 首先是主播自己

“说”。主播也明白，直白表述“全网最低价”违

反广告法， 但他可以说今年618大促天猫店卖

多少钱， 今天不仅在618价格上再打折还送赠

品。而且更要声嘶力竭地喊，这个价格只在“今

天我的直播间有”。其次是找机会“演”，通常的

套路就是找人“吵架”，跟品牌方吵，跟其他主

播吵等等。比如某头部主播曾因直播间里售卖

的兰蔻套装，比其他主播高20?，就宣称要“封

杀”兰蔻。其三就是靠别人配合“捧”。比如有媒

体报道，今年双11前，GUESS官方旗舰店和某主

播同步直播，店铺也指出某主播直播间的899?

是 “最低价 ”。在 “全网最低价 ”深入人心的同

时，头部主播的标签也从“好货种草”变为“大

牌最低价”，完成了赚钱模式的成功转型。

买东西人人喜欢“最低价”，但直播带货的

“全网最低价”，真的便宜吗？ 头部主播会说他

们“带货”赚钱靠的是口碑，绝不可能忽悠消费

者。 况且他们也有强大的议价能力，甚至每一

单都有与品牌方“全网最低价”的条款约定。但

问题在于头部主播引以为豪的“全网最低价”，

却和巨大的销售量之间存在自相矛盾之处。如

果一款产品主要都是通过头部主播的直播带

货卖掉的，那这个“全网最低价”就与消费者想

捡的便宜相距甚远了。这种其他渠道配合标高

价，主要渠道搞活动用所谓“低价”大量出货的

套路历史悠久，现在只不过换了个“马甲”。 当

然，这种套路在直播带货中效果出奇的好。 因

为在直播间没有竞品打扰，在主播“抢到就是

赚到”的忽悠下，消费者自然争相下单。

“全网最低价”加速了流量向头部主播快

速聚集，行业的马太效应由此显现。 据近期相

关头部主播统计数据，排在最前面两位主播的

GMV（网站成交金额 ）相当于后 28 位主播的

总和。如果说头部主播的“全网最低价”未必真

便宜，那么，缺乏议价能力的腰部和尾部主播

宣称的“全网最低价”，则可能水分更多。 11 ?

20 ?，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双 11”消费维权

舆情分析报告》 指出， 通过对 10 ? 20 ?-11

? 15 ?期间相关消费维权情况， 进行网络大

数据舆情分析发现 ，今年 “双 11”促销活动期

间消费负面信息主要集中在直播带货、不合理

规则两方面，直播带货中的虚假打折、数据造

假等问题多发。 过往的经验表明，被流量裹挟

的“低价游戏”是不可持续的，既辜负了消费者

信任，又妨碍公平竞争，对整个商业生态也是

有害的。

直播带货作为基于私域流量的新通路模

式，有着场景集成度高、销售费用可以直接效

果量化和私域流量资源巨大等天然优势。 特别

是大量原先买不起流量的小商户通过转型直播

电商加入了市场竞争，用好产品高性价比获客，

以口碑传播社交分享带动私域流量的裂变增

长。 通过直播带货，大山深处的村民也能把“小

木耳”做成“大产业”。 鼓励发展直播电商能直接

拉动消费的增长，将带来的是巨大的销售增量。

因此有必要为直播带货行业树立正确导向，发

挥主播在与消费者沟通和发现优品好货等方

面的优势，以需求引领供给，以供给创造需求，

让直播带货真正成为普惠、共赢和可持续发展

的新模式，为形成强大消费市场出一份力。

（作者为上海市消保委副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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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市首套智能系统试点应用助力文明养犬

收到读者来信后，记者走访了葛小姐所在
的小区。据介绍，该小区建于上世纪末，这里居
住密度高，且老龄住户较多。

“现在出门遛狗都牵绳子，既保护邻居的
安全，也能保障狗的安全。 ”居民李阿姨牵着自
家泰迪犬，笑着表示，以前总觉得遛狗就是要
让狗狗解放天性，所以会解开绳子让它跑动撒
欢，但遇上怕狗的邻居，给别人造成困扰也让
她觉得不好意思。

随着文明养犬规范深入人心，大部分小区
居民都养成了出门遛狗必牵绳的习惯。遗憾的
是，记者蹲守多时，那只杜宾犬没有出现。葛小
姐表示，也许是狗的主人也知道自己的狗是禁
养犬只，所以常避开人流高峰时段出门遛狗。

市民在小区内饲养杜宾犬，是否违反《上海
市养犬管理条例》，应当如何处理？ 记者随后向
上海市治安总队求证。 “根据《上海市养犬管理
条例》以及市公安局、市农业农村委联合发布的
《上海市个人禁养烈性犬目录》， 杜宾属于烈性
犬，严禁个人饲养，违者将依法收容犬只。 ”相关
负责人表示， 发现此类烈性犬， 市民可以拨打
110举报，相关部门会及时上门调查处理。

相关部门： 全市首套抓拍
不文明养犬行为系统启动试点

然而， 对于养禁养犬、 不牵狗绳、 不清

理粪便等不文明养犬问题， 在警方的日常执
法中， 常常面临 “发现难、 取证难” 的问题。

即使有市民报警， 民警到场后， 一些犬主人
也会对上述行为予以否认。

对此， 公安部门在虹口区启用试行一套
抓拍不文明养犬行为系统， 实现了对小区出
入犬类目标的智能分析筛选， 可以将小区内
公共视频拍摄到的影像与数据库进行交互分

析， 挑选相关影像截图保存。 这样一张照片
中不仅有犬， 还有犬主人， 通过后台自动识
别和民警人工审核后， 其中一部分存在不文
明养犬行为的照片就被推送至辖区民警， 由

民警和居委会干部上门对犬主人进行处罚 。

作为全市首套专门用于抓拍不文明养犬行为
的系统， 试点运行后， 该系统不仅有助于发
现不文明养犬的行为， 在民警处罚时也提供
了相应的证据支撑。

据市公安治安总队介绍， 下一步， 将拓
宽试点维度， 符合硬件条件的社区全部纳入
模型覆盖范围， 并将收集更多样本， 对该模
型进行升级迭代， 提高识别准确率， 在取得
一定成果后将在全市范围内试点。

专家：遏制恶性循环，体现
城市精细化管理

“养狗问题看似是个人或家庭行为， 但
其实也是城市治理问题， 因为无论是在家犬
吠还是在外遛狗都有可能影响他人权益， 成
为公共议题。” 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城市治理研
究院专职研究员熊竞认为， 虽然对于文明养
狗已有相关法规制度， 但制度的生命力在于
执行， 由于在违法行为取证、 制度细节判断
等方面存在执法的 “最后一公里”， 使得这类
问题的处理变得困难或者成本高昂。 这种执
法不严、 违法难究的情况一旦多发， 则将进
一步加剧养狗人不严格遵守法规的侥幸心理，

进而累积更多潜在风险。

公安部门在虹口区试点的不文明养狗行
为智能发现系统， 可以说有效遏制了上述恶
性循环， 充分体现了城市精细化管理中的智
能化、 法治化， 也体现了城市治理现代化的
应有之义。

“小电驴”上的生活，安全怎样保障

伴随经济社会发展， 电动自行车已替代传

统脚踏自行车， 成为不少市民日常出行的交通

工具。 目前，上海电动自行车保有量约 1000 万

辆，实际使用量约 800 万辆，主要用于市民日常

代步和快递骑手出行。但是，从日常充电养护到

外出骑行，关于电动自行车的安全隐患不少，相

关事故也经常发生。 这一问题成了很多市民的

关切，有必要引起高度重视。

加装超标蓄电池易造成隐患

从源头看， 目前电动自行车领域准入标准

较低，质量参差不齐。

不少电动自行车主为增大续航里程， 提高

行驶速度 ， 擅自增加电池容量 ， 造成安全隐

患。 部分不法车行为了迎合需求， 违反国家新

《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 中明确的 “蓄电

池标称电压小于等于 48V” 的规定， 为市民违

规加装 60V 甚至 70V 的超标蓄电池， 极易引

发火灾事故。

市场上，非法改装销售蓄电池也屡见不鲜，

此类超标蓄电池绝大多数是由残次、 废旧电芯

拼装而成，缺少必要保护配件，隐患较大。

对此，市场监管部门、公安机关建立联合查

处工作机制，严格贯彻执行《上海市非机动车管

理办法》和《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等法规

标准，对全市 2000 余家电动自行车销售企业持

续实施高频次执法检查，依法依规实施处罚；涉

及犯罪的，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此外，本市有 38 家快递外卖企业，涉及 20

个市级中转中心、4000 多个站点， 有注册骑手

80 余万人。 该群体对电动自行车续航里程要求

较高，非法改装蓄电池的比例也最高。对于这一

突出隐患， 邮政管理部门、 商务部门将根据外

卖、快递领域现状，出台制定行业管理规定，要

求从业单位及电商平台的 80 余万注册骑手，严

禁购买使用不符合国家标准的电动自行车及蓄

电池，推广自用集中充换电设施建设。

楼道不停车，电池不入户，

人车不同屋

从近年来电动自行车火灾特别是亡人火灾

分析， 绝大多数都是将锂电池带入室内充电引

发。消防部门提醒：合理选择充电和停放电动自

行车的地点，做到“楼道不停车、电池不入户、人

车不同屋”。

不过，从记者调查情况看，居民小区电动自

行车充电设施在数量上依然存在较大缺口。 由

于业主、业主委员会、物业服务企业三方协调及

部门审批、经费来源困难等原因，公共绿地、小

区路面改建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场所存在现实

难度。

对此， 本市各区正努力规范住宅小区及出

租屋电动自行车停放管理，结合“为民办实事”

“街镇惠民工程”“平安工程”等落实资金和场地

保障，缓解“停车难、充电难”。

例如， 位于普陀区的上海中山物业有限公

司与居委会、业委会经多次沟通讨论后，在兼顾

充电安全性和老旧小区客观条件的前提下，在

管?路 311 ? 57 ?寻找到了较为合适的场地，

于今年 5 月试点建设充电驿站， 首批安装了 8

个户外充电桩，可同时满足 29 辆电动自行车充

电的需求。

户外充电桩采取微信扫码支付的方式，灵

活便捷，扫码后，可以根据自己车辆的情况选择

充电时长。 车主可通过微信小程序实时了解车

辆充电状态，如果充电状态发生异常，比如下雨

断电、被人为终止充电、设备损坏引起的充电中

断等， 系统后台会在第一时间向车主推送相关

信息。

“反穿衣”、单手骑，都违规了

“旁边的路这么空，为什么一定要我骑在非

机动车道上？”“太阳这么晒，我安装个遮阳伞能

有什么影响？ ”“车不能载人， 那不是浪费资源

吗？”……记者查阅相关资料得知，《中华人民共

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明确规定，摩托

车后座不得乘坐未满 12 周岁的未成年人，轻便

摩托车不得载人。而对于自行车载人的规定，由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根据当地实际情况

制定。

根据 2014 年 3 月 1 日起施行的《上海市非

机动车管理办法》第三十一条（载人规定），驾驶

自行车、电动自行车限载 1 名 12 周岁以下的未

成年人；驾驶自行车、电动自行车搭载 6 周岁以

下未成年人的， 使用固定座椅；16 周岁以下的

未成年人驾驶自行车不得载人。 为了保障自身

和家人的安全，市民应该严格遵守交通法规。

浦东新区三林路灵岩南路路口， 由于周边

市场、学校、医院、大型居住区等较为集中，非机

动车通行量大。 属地浦东交警支队责任区五大

队一中队中队长黄晓易经常能遇上违反相关规

定的骑行者，在对其进行劝导、教育、警告时，他

发现， 很多市民对于安全骑行还存有疑惑与不

解，甚至抱怨。

浦东交警在日常执法管理中， 梳理出影响

电动自行车行驶安全的十大因素，即：不戴安全

头盔，头盔佩戴不规范，夜间及恶劣气候环境不

用照明灯，转弯不打转向灯，冬季“反穿衣”，违

规安装遮阳伞，闯红灯，占用机动车道，逆向行

驶，酒后驾驶。

这十大因素中有两个易被忽略的方面。 一

是驾驶中途遭遇风雨，未带雨衣，单手打伞驾驶

车辆，放大了隐患风险。二是饮酒后驾驶。《中华

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 第七十

二条规定：在道路上驾驶自行车、三轮车、电动

自行车、残疾人机动轮椅车，不得醉酒驾驶。 造

成事故的， 承担相应责任。 即使未达到醉酒程

度，饮酒后驾驶电动机动车，驾驶人各方面的应

急反应和判断力都会受到影响，危及安全。

新华社发

不文明养宠行为怎么管
前几天，我在小区花园散步时，看

到一位女邻居正在遛宠物狗， 走近一

瞧发现竟然是只杜宾幼犬， 而杜宾属

于上海市明文规定城市禁止饲养的烈

性犬。之后我们碰巧一起乘坐了电梯，

狗变得非常亢奋， 女主人只好拼命地

拉住狗链。我当时心里害怕极了。跟周

围邻居交流过后发现，其他居民对于邻

居饲养烈性犬也有同样的不安全感，特

别是那些有幼儿的家庭，行动迟缓的老

年居民等等。 我们想问，小区内有人饲

养此类烈性犬，应该向谁反映，怎么解

决？ ———市民 葛小姐

读者来信

制图： 李洁

■本报记者 张晓鸣

4 ?任编辑/? 燕

智能系统抓拍到的部分不文明养犬行为。 （均虹口公安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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