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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商务法》明年实施

海外代购将何去何从

人无信不立，业无信不兴，这话
说的是人如果没有诚信就不能生存，
做事业没有诚信就无法兴旺。然而，
数据显示，我国每年因诚信缺失而造
成的经济损失超过了 6000亿元。记者
从中国法学会了解到，目前我国的社
会信用立法已纳入立法规划。

高铁“霸座男”事件还未平息，
前不久，湖南到广东的高铁上又出现
了“霸座女”。为何霸座接连出现，专
家指出，关键在于铁路部门除了一定
时期内限制当事人乘车外，并无其他
有力惩戒手段，信息孤岛导致失信成
本过低，客观上纵容和助长了失信行
为和失信风气。

数据显示，我国目前年签订合同
40多亿份，但履约率仅 50%左右，每
年因诚信缺失造成的经济损失超过

6000亿元。
截至 2018年 9月 30日，全国累计

发布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1211万例，其
中只有254万失信被执行人摄于信用惩
戒，主动履行义务，占全部名单比例
20%。

以信用卡来说，2018年信用卡逾
期半年未偿信贷总额756亿元，与2014
年的357亿元相比，信用卡逾期额度已
经翻番。专家指出，目前我国对失信
被执行人惩戒主要依据的是部门规定
和地方条例，加快社会信用立法已迫
在眉睫。

据了解，有关社会信用立法已经
纳入全国人大立法规划，进入快车
道，如果进展顺利，两到三年内，我
国社会信用基础性法律法规有望颁布
实施。 据央视网

我国社会信用立法已有规划

近日，发改委、财政部等十三部
门联合发布 《促进乡村旅游发展提质
升级行动方案 （2018 年-2020 年）》
（以下简称《方案》），《方案》称，要
创新社会资本参与方式，鼓励和引导
民间投资通过PPP、公建民营等方式参
与有一定收益的乡村基础设施建设和
运营，扩展乡村旅游经营主体融资渠
道。

《方案》提到，将通过乡村旅游道
路建设、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健全服
务标准、引导社会资本和加大配套政
策支持等五个方面的措施，加快推进
乡村旅游提质扩容。

《方案》提出，补齐乡村旅游道路
和停车设施建设短板，结合“四好农
村路”建设，统筹考虑全国乡村旅游
道路发展，完善农村公路网络布局。
加大对乡村旅游基础设施建设的用地
支持，对使用“四荒地”及石漠化、
边远海岛建设的乡村旅游项目，优先
安排新增建设用地计划指标。

《方案》还指出，通过建立垃圾和
污水处理农户付费制度，大力推进乡
村旅游垃圾资源化利用与无害化处
理，梯次推进农村生活污水处理，推
进垃圾和污水治理等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持续推进厕所革命。

此外，还要建立健全住宿餐饮等
乡村旅游产品和服务标准，规范民
宿、农家乐等乡村旅游产品，完善乡
村旅游基础设施的服务配套，强化乡
村旅游市场监管。

《方案》明确，要创新社会资本参
与方式，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通过
PPP、公建民营等方式参与有一定收益
的乡村基础设施建设和运营，扩展乡
村旅游经营主体融资渠道。

同时，加大对乡村旅游发展的配
套政策支持，加大对乡村旅游债券融
资支持力度，探索建立乡村旅游产业
投资基金，加强乡村旅游贷款支持力
度和人才培养引进力度。

据中新网

近日，交通运输部、公安部、市
场监管总局印发了 《关于进一步落实
道路货运车辆检验检测改革政策有关
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 《通知》），
要求截止到 10 月 15 日，同时具备安
检、综检“两检合一”资质条件的检
验检测机构全面实行“两检合一”。

货运车辆安全技术检验和综合性
能检测，是很多货车司机头疼的事，
因为货车安检和综检周期不一样，而
每年年检和年审又一直由不同部门执
行，造成工作效率低下、费用增加等
问题。

《通知》 要求，截止到 15日，“两

检合一”式检验检测机构全面实施车
主“交钥匙工程”，即货车车主到“两
检合一”式检验检测机构，只排一次
队、只交一次费，全部货车安检、综
检检验检测事宜由检验检测机构工作
人员一次性办结 （车辆可以在不同车
间、检验检测设施设备间转换，由工
作人员统一负责），对同一检测项目不
得重复收费。

今年以来，上海、江苏、湖北、
江西等 14个省份实现综合性能检测联
网和省内异地检测。《通知》 要求在
2019年 12月底前，全面实现货运车辆
综检全国联网和通检。 据央视网

三部门印发通知

推进货运车“两检合一”

十三部门联合发文

鼓励社会资本参与乡村旅游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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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代购的兴起，越来越多的海外
消费品走进寻常百姓家，带出一个万亿
级市场。但今年“十一”长假期间，上
海浦东机场加大了对游客海外购物的检
查力度，一些代购因未主动申报被加收
关税，一度引发代购圈恐慌。

此外，《电子商务法》 (以下简称
《电商法》） 将于 2019年 1月 1日起实
施，释放了一个明确的信号：提高准入
门槛，杜绝个人代购行为。

那么，这种行走在灰色地带的生
意，将何去何从？海外代购“老大难”
问题可否迎刃而解？记者对此进行了调
查。

个人代购有点慌

“主要是身边朋友有需求，我顺便
帮忙买。”在美国求学的刘婧告诉记
者，自己目前主要是为一些熟识的朋友
代买部分衣物、鞋帽和保健品，金额数
量不大。

“最近圈内都在讨论《电商法》的
事情，按规定，电子商务经营者应当办
理市场主体登记，且依法履行纳税义
务。我这种个人代购规模不大还要上
学，没有足够精力。最多做到今年年
底，我就不做了。”刘婧说。

《电商法》的出台无异于让个人代
购进入了新模式。根据《电商法》第十
二条规定，电子商务经营者从事经营活
动，需取得相关行政许可。在 《电商
法》生效后，从事奶粉代购的，将需办
理销售奶粉所需的行政许可。

“我们在国外直邮的奶粉都没有中
文标识，也未办理过相关行政许可。”
在澳大利亚读书的中国留学生李萌初
说。

和李萌初、刘婧这种学生代购不
同，彭思洋是一名职业代购。 2011
年，她利用自己多年从事外贸工作的优
势，做起服饰、鞋、包代购生意。

“大家都在观望，只能是做一天算
一天。”彭思洋说，《电商法》对整个电
商领域都有影响，但影响最直接、最大
的是个人代购。像自己这样的职业代
购，要么就不做了，要么就得面临转型
的阵痛。

出现质量问题维权难

记者在调查时发现，尽管近些年很
多知名电商平台都开通了海外购、中国
区直邮等业务，但通过淘宝、微信等网
络平台的代购生意依然大量存在。更有
代购者每个月都飞出去逛免税店和商场
扫货，把商品带回国内进行兜售。

“我在一名私人代购处买了一件奢
侈品，出现了很严重的质量问题。和代
购进行了一段时间的拉锯扯皮后，我放
弃了维权。”北京白领陈鸣告诉记者，
海外代购因其私人买卖的特性，容易出
现消费陷阱。“有卖家通过买国际快递
单号、运空箱甚至让国内商品上国外兜
一圈，以增加可信度。除了卖家，没人
知道自己买到的到底是不是真货。许多
买家都跟我一样因为取证鉴别难、耗时
长而放弃维权。”

北京一家跨境电商平台创业公司负
责人祝雨隆告诉记者，《电商法》的出
台对于比较散乱的个人代购是一记重
拳，但这也会推动整个行业规范发展。

“目前大部分的代购都属于电子商
务经营者，且没有进行工商登记，属于

无证经营。”祝雨隆说，“消费者选择代
购要么是国内无法购买到相关产品，要
么是国内购买价格较高。如果代购选择
直邮模式，并且依法纳税，那优势将不
复存在。

“最近，我国调整了关税，一些商
品的零售价格也有了一定幅度的下
降。”一家时尚品牌买手店负责人琳
达跟记者举例说，拿 LV 的一条围巾
来说，关税调整前代购的差价在 1000
元～2000元之间，关税调整后差价缩
小至千元以内，这样国内购买的质量和
售后优势就明显了。

琳达告诉记者：“个人通过朋友圈
信息，由朋友在海外进行代购，个人和
代购者之间形成的是一种委托合同关
系，不受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保
护。”不过，《电商法》首次明确了代购
行业的合规要求，提高了该行业的经营
成本，当这些小型电商或代购者价格不
具备优势时，消费者会寻找更大型的合
规进口商采购所需商品，未来小代购的
洗牌在所难免。

钻法律空子涉嫌逃税

“海外代购满足‘通过互联网等信
息网络’‘从事销售、提供服务’‘经营
’的要件，自然在《电商法》监管范围
内。”上海亿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董毅智
对记者表示，《电商法》的出台意味着
个人代购的时代即将终结，未来代购市
场将只剩企业运营主体。朋友圈从相对
私人的圈发展到商业化，界限逐渐模
糊。监管范围更多要从交易的实质角度
出发，着力对其行为进行规范。“对于
电子商务经营者的认定，重点是在于其
行为是否会被认定为经营活动，这需要
参考盈利数额、活动次数、时间长短等
进行考虑。”

“在纳税方面，我们这种注册经营
性电商企业的经营数据是与税收部门、
工商部门共享的，消费者在购买的时候
是需要支付税费的。而个人代购由于难
以执行和落实，很难执行税收相关规
定，他们钻了这个空子，涉嫌逃税。”
奢侈品跨境电商创业人王帆告诉记者。

王帆表示，目前，代购正在成为一
些国家品牌商在中国市场扩张的新渠
道。这种分销渠道不需要品牌商自己建
立分销网络或本地仓库，且个人代购不
需要上税，所以是一种成本相对较低的
销售渠道。“但是 《电商法》 实施之
后，这种情况可能会有所转变，增加的
税收最终会让代购商品的价格上涨，导
致失去价格优势。”

晚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