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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汇率市场化改革不动摇

王有鑫

职业打假人向小本生意“下手”，围绕超范围经营等外围问题做文章，可

能无法倒逼生产经营者真正重视质量和食品安全。对小餐馆们，既要呵护，

也要严管，关键是让其承担的食品安全责任与可能造成的危害相匹配。职业

打假人的专业知识胜过普通消费者，其实可以成为社会监督的重要力量。

朱慧卿作

警惕老年旅游低价陷阱

职 业 打 假 人 应 该 做 点 啥

还记得那个因为 150 碗没有标签的粉

蒸肉，被职业打假人索赔 10 倍的案子吗？

近日，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裁定该案符合

再审条件，将由该院再审。近期，安徽合肥

还有多家小餐馆，因为经营类别里没有冷

食加工，却在外卖平台售卖拍黄瓜，分别被

市场监管部门罚款 5000 元。举报他们的，

被怀疑也是职业打假人。

这些案件均在网上引发热议，网友们

几乎一边倒地同情小餐馆，斥责职业打假

人总盯着小餐馆，不敢去杠大企业。职业

打假人倒不完全是在捏软柿子，一定程度

上还是因为小店管理粗放，容易被抓住把

柄；而大企业管理相对规范，职业打假人虽

然也想揪住一个大企业、让其赔一笔巨款，

但往往难以如愿。

说 起 来 ，职 业 打 假 人 也 算 老“ 工 种 ”

了。它随 1993 年出台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诞生，“王海现象”曾引起社会高度关注。

2009 年食品安全法规定“退一赔十”，吸引

了大量职业打假人从产品质量领域转向食

品安全领域。

目前在司法实践中，如果职业打假人

以法律为依据提起赔偿诉求，法院通常会

认为他们不是消费者，不予支持；只有在涉

及食品、药品安全时，为了加大生产经营者

的违法成本、引导其依法经营，法院才不会

区分购买者是否为生活消费而购买，哪怕

是知假买假，依然可能支持购买者依食品

安全法等法律主张的 10 倍赔偿。药企普遍

是大企业，而食品餐饮行业有很多小微企

业甚至个体户，所以近几年职业打假人主

要活跃在食品餐饮领域。

职业打假人往往向小本生意“下手”，

围绕标签不合格、超范围经营等外围问题

做文章，可能无法倒逼生产经营者真正重

视质量和食品安全，还在一定程度上挤占

了行政、司法资源。与此对应的是，遍布街

头巷尾的小餐馆不仅代表了暖心暖胃的烟

火气，也是普通人自强不息的象征，是稳就

业、促消费的主力军之一。对小餐馆们，既

要呵护，也要严管，关键是让其承担的食品

安全责任与可能造成的危害相匹配。一个

无法回避的现实是，有的小餐馆、小作坊食

品安全隐患重重，一旦出了问题，当初在网

络上无条件支持小餐馆的人，很可能会反

过头来责怪监管为什么掉链子，要求罚得

黑心餐馆倾家荡产。

餐饮行业多小店，食品安全无小事。

制定餐馆和小作坊的卫生管理标准、要求

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法很有必要，但制定

标准时应多考虑实际需求。比如据报道，

合肥冷食类经营项目要求有一个不低于

5 平方米的凉菜制作“专间”，内有独立空调

和空气消毒设备等。有没有必要，或许可

以再评估。

从此前爆出的食品安全事件来看，比

起 5 平方米操作间等硬件，生产经营者的

责任意识、食品安全知识等“软件”，对守护

食品安全防线可能更为重要。资料显示，

有的国家新开店并不硬性要求区分冷热

食，但无论规模大小，必须配备有资格证明

的食品卫生负责人，店主本人可以通过各

地政府举办的培训讲习获得资格。这种前

置培训值得借鉴。

同时，监管部门和社会公众随时在线

的 监 督 检 查 、明 厨 亮 灶 推 广 也 要 跟 上 。

职 业 打 假 人 的 专 业 知 识 胜 过 普 通 消 费

者 ，其 实 可 以 成 为 社 会 监 督 的 重 要 力

量 。 去 年 出 台 的《市 场 监 管 领 域 重 大 违

法行为举报奖励暂行办法》，鼓励社会公

众举报包括食

品安全在内的

重 大 违 法 行

为 ，一 旦 查

实 ，最 高 可 奖

励 100 万 元 。

这样正大光明

又 能“ 替 天 行

道 ”的 挣 钱 途

径 ，是 不 是 可

以试一下呢？

日前，央行发布《2022 年第二季度中

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提出把握好内外平

衡，深化汇率市场化改革，坚持市场在人民

币汇率形成中起决定性作用。时值“8·11”

汇改 7 周年，梳理总结汇改经验，对于今后

在金融开放背景下深化汇率市场化改革具

有重要意义。

2015 年 8 月 11 日，中国人民银行决定

完善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价报价，从当

日起，要求做市商参考上日银行间外汇市

场收盘价提供中间价报价。此后，央行通

过发布 CFETS 人民币汇率指数、明确中间

价形成机制、增加篮子货币数量、调整收盘

价计算时点等一系列改革措施，使得人民

币汇率形成机制更加科学化、市场化。

“8·11”汇改成效显著，人民币汇率形

成机制不断完善，市场供求对汇率影响加

大，人民币汇率独立性提高。汇改后，中间

价与前一日收盘价价差明显缩窄，更能体

现市场供求变化，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特

征更加明显，国际收支自动稳定器功能得

到充分发挥。特别是近年来，面对国际复

杂多变的形势，人民币很好发挥了吸收外

部冲击和调节国际收支的作用，为实现外

部均衡创造条件。国际投资者和市场主体

对持有人民币资产的信心增强，人民币的

国际避险货币、投融资货币和储备货币功

能不断强化。

不过，随着金融开放程度加大，人民币

汇率面临的挑战也在增加。一是人民币在

很大程度上仍受外部因素影响，短期也会

发生超调现象。虽然一篮子货币对人民币

影响加大，但在美联储货币政策调整和美

元指数大幅波动时点，人民币依然会跟随

美元指数变动。二是汇率受金融因素影响

增加。过去在国际收支变动中，经常账户和直接投资项下的跨境

资本流动占主体，是决定汇率走势的核心因素。随着资本账户开

放程度提高和双向互联互通机制增加，短期跨境资本流动规模大

幅提升，逐渐成为影响汇率走势的重要因素。而影响金融市场的

因素更多，加大了人民币汇率波动性。三是中间价作用范围主要

集中在境内在岸市场，对离岸市场影响相对有限。实际情况表明，

离岸市场影响不可小觑，在市场波动时，离岸汇率通常引导在岸汇

率变动。中间价暂不能覆盖离岸市场，常常处于被动调整状态，定

价权有待提高。四是企业等市场主体仍未完全树立风险中性理

念，造成其对风险管理重视程度不够，没能充分发挥外汇市场的价

格发现和风险规避功能。

未来，汇率市场化改革要在考虑经济承受力的基础上稳步推

进，防止汇率放大经济波动。在经济复苏企稳后，可在适当时机考

虑进一步放松汇率波动幅度限制，不断优化中间价形成机制，提升

在岸汇率对离岸汇率的引导。应持续强化投资者教育，稳定市场

预期，引导树立风险中性理念，鼓励金融机构创新外汇衍生产品，

帮助企业有效对冲汇率风险。同时，不断完善跨境资本流动宏观

审慎管理，加强对国际股市、中资美元债、跨境信贷、离岸人民币等

高风险领域以及非传统风险的监测与管理，针

对不同风险动态调整工具体系。

（作者系中国银行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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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有不法分子以“低价旅
游”“免费旅游”为噱头组织旅游活
动，吸引老年人参团，随后在行程中
安排各种购物环节，将商品以远高
于市场的价格卖给老年人进行牟
利。进入暑期旅游旺季以来，北京
开展文旅领域养老诈骗专项整治行
动，依法严厉打击未经许可经营旅
行社业务、以不合理低价诱骗老年
人旅游等违法、诈骗行为，查处了多
起涉“老年旅游团”违法违规案件，
有力维护了老年人合法权益。应进
一步加大对此类行为的打击力度，
严格规范旅游市场秩序，坚持客源
地与目的地齐抓共治，同时强化普
法宣传，向老年群体重点宣传“零团
费”“不合理低价游”等诈骗手段及
特点。 （时 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