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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7 月 4 日电 由市
场监管总局公布的《明码标价和禁
止价格欺诈规定》自今年 7 月起施
行。规定明确七种典型价格欺诈行
为、不再过多限制经营者的标价方
式、灵活规定网络交易明码标价的
形式，对于明码标价规则和价格欺
诈行为的认定更加科学合理。

明码标价不能简单理解为仅标
示价格，经营者还应当标示与价格
密切相关的其他信息，尽可能减少
信息不对称，使消费者和其他经营
者对价格所对应的商品或者服务价
值有更为清晰的认识，减少价格欺
诈的发生。

如某饭店宣称某菜品打八折销
售，但消费者结账时才被告知须“达

到最低消费标准”方可享受八折优
惠。根据规定，经营者的此类行为
属于不标示或者显著弱化标示对消
费者不利的价格条件的表现，属于
价格欺诈。

规定明确七种典型价格欺诈行
为：一是谎称商品和服务价格为政
府定价或者政府指导价；二是以低
价诱骗消费者或者其他经营者，以
高价进行结算；三是通过虚假折价、
减价或者价格比较等方式销售商品
或者提供服务；四是销售商品或者
提供服务时，使用欺骗性、误导性的
语言、文字、数字、图片或者视频等
标示价格及其他价格信息；五是无
正当理由拒绝履行或者不完全履行
价格承诺；六是不标示或者显著弱

化标示对消费者或者其他经营者不
利的价格条件，诱骗消费者或者其
他经营者与其进行交易；七是通过
积分、礼券、兑换券、代金券等折抵
价款时，拒不按约定折抵价款。

根据规定，金融、交通运输、医
疗卫生等同时提供多项服务的行
业，可以同时采用电子查询系统的
方式明码标价。农村集市、拍卖等
通过协商、竞价等方式确定价格的
情形，没有必要实行严格的明码标
价。但在另外一些情形下，比如粮
食主产区频繁发生的商品粮交易，
当地市场监管部门可以结合实际情
况，要求经营者在收购粮食时，明确
标示品种、规格、等级和收购价格等
信息，更好保护购销双方合法权益。

禁止价格欺诈新规7月起施行

明确七种典型价格欺诈行为

7月4日，泗县佳美超市的配送
车辆前往小区配送订单（无人机照
片）。近日，安徽省宿州市泗县出现
疫情。为全力保障生活物资供应，泗
县建立了“8+15+N”的保供体系，明
确8家大型商超作为全县疫情防控期
间生活必需品主要供应企业，15家人
口稠密小区附近的较大商超作为二
级梯队，N个小区小型生鲜商超作为
补充。目前，8家大型商超和15家较
大商超全部开启保供模式，小型生鲜
商超已启用41个，基本形成覆盖城乡
的保供网络。 新华社 发

安徽泗县全力保障

生活物资供应

新华社北京7月4日电 据中
央军委后勤保障部运输投送局消
息，截至6月底，全国所有运输机场
都开通了军人依法优先通道，进一
步提升广大官兵的获得感、幸福感。

今年7月1日是中国民用航空
局、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联合在全
国运输机场开通军人依法优先通
道 5 周年。5 年来，全国民航系统
把开通军人依法优先通道作为一
项政治任务，不断创新完善优先通
道服务内容和保障模式。

据了解，全国各运输机场在国
内值机区设置军人依法优先柜台，
在安检区设置专门通道、在登机口
结合头等舱通道设置优先通道并标
注军人依法优先标识，值机工作人
员根据军人有效证件优先、依序办
理手续，实现值机、安检、登机全过
程优先快行服务。全国枢纽机场和
一些重点机场还将军人依法优先工
作纳入检查内容，从制度上细节上
确保这项工作持续深入落实。

所有运输机场开通

军人依法优先通道

新华社北京7月4日电 7月4
日，交易型开放式基金（ETF）正式
纳入内地与香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
互通机制，标志着两地资本市场深
化合作、进一步落实高水平对外开
放的又一重大举措顺利落地。

ETF是全球投资者广泛参与的
指数化投资工具。此次 ETF 纳入
互联互通机制，相关制度安排参照
股票互联互通，是互联互通机制升
级的标志性成果。

上海证券交易所总经理蔡建春
在4日上午线上举行的ETF纳入互
联互通开通仪式上说：“此次 ETF
顺利纳入互联互通，是深化互联互
通机制改革创新的重要举措，将有
利于进一步发挥互联互通机制作
用，便利境内外投资者投资对方市
场，也将有利于两地的资产管理人、
券商进一步提高管理及服务水平。”

“作为境内外投资者广泛认可
的投资产品，ETF具有分散投资、公
开透明和交易成本低、效率高等优
点。”深圳证券交易所总经理沙雁
说，将 ETF 纳入互联互通标的，有
利于丰富跨境投资品种，为境内外
投资者提供更多投资便利和机会，
促进两地市场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交易型开放式基金

纳入互联互通机制

新华社北京 7 月 4 日电 国家
档案局4日印发《国家档案馆档案
开放办法》，明确档案开放工作应
遵循合法、及时、平等和便于利用
的原则，最大限度地满足利用者对
开放档案的利用需求。

办法分为6章34条，重点围绕便利
公众利用开放档案，在拓展档案利用渠
道、简化档案利用手续、改善档案利用
服务条件等方面作出了具体规定。

办法要求档案开放服务要提供
多种利用途径，国家档案馆设置专

门的档案利用场所提供现场利用服
务。同时，还可通过信函、电话、
网站、电子邮件和互联网政务媒体
等多种方式提供档案利用。统筹建
设档案开放利用平台，推动档案跨
区域共享利用。

最大限度地满足公众对开放档案的利用需求

《国家档案馆档案开放办法》印发

新华社北京7月4日电 自6月
1日起实施的部分乘用车减半征收
车购税政策已经“满月”。国家税务
总局最新数据显示，政策实施首月，
全国共减征车购税71亿元，减征车
辆109.7万辆。从排气量来看，1.6升
及以下排量乘用车减征税款34亿元，
占比约48%；1.6升至2.0升排量乘用
车减征税款37亿元，占比约52%。

5月下旬，国务院常务会议进一
步部署稳经济一揽子措施，提出阶
段性减征部分乘用车购置税600亿
元。5月31日，财政部、国家税务总

局发布公告，对购置日期在2022年
6月1日至2022年12月31日期间内
且单车价格（不含增值税）不超过30
万元的2.0升及以下排量乘用车，减
半征收车辆购置税。

国家税务总局货物和劳务税司
副司长刘运毛告诉记者，此次车购
税优惠政策具有三个特点：一是惠
及范围“再扩大”，能够享受减征政
策的乘用车排量限制从 1.6 升提高
到2.0升；二是政策发力“更应时”，明
确2022年6月1日至2022年12月31
日期间内购置的符合条件的乘用车

均可享受减征政策，有利于快速、有
效拉动汽车消费；三是政策调控“更
精准”，提出了单车价格（不含增值
税）不超过30万元的限制条件，以充
分发挥税收政策精准调控的作用，惠
及大众消费。

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研所副所
长李平介绍，车购税所征收的税款
具有专门用途，专款专用于国家交
通基础设施建设。其使用服务于国
家战略安排，向中西部地区倾斜，对
于脱贫攻坚、乡村振兴、区域协调发
展等具有积极作用。

车购税减半征收首月减征71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