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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3月19日电
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
院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消
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以
下简称《条例》），自2024年7月1
日起施行。《条例》共7章53条，主
要规定了以下内容：

一是细化和补充经营者义
务相关规定。对消费者权益保
护法规定的保障消费者人身财
产安全、缺陷产品处理、禁止虚
假宣传、明码标价、使用格式条
款、履行质量担保责任、消费者

个人信息保护等义务作了细化
规定。补充了经营者关于老年
人、未成年人消费者权益保护相
关义务规定。

二是完善网络消费相关规
定。规定经营者不得利用技术手
段，强制或者变相强制消费者购
买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经营者
不得在消费者不知情的情况下，
对同一商品或者服务在同等交
易条件下设置不同的价格或者
收费标准。经营者采取自动展
期、自动续费等方式提供服务

的，应当以显著方式提请消费者
注意。直播营销平台经营者应当
建立健全消费者权益保护制度。

三是强化预付式消费经营者
义务。规定经营者应当按照与
消费者的约定提供商品或者服
务，不得降低商品或者服务质量，
不得任意加价。未按照约定提供
商品或者服务的，应当按照消费
者的要求履行约定或者退还预付
款。经营者出现重大经营风险，
应当停止收取预付款；决定停业
或者迁移服务场所的，应当提前

告知消费者，继续履行义务或者
退还未消费的预付款余额。

四是规范消费索赔行为。
规定投诉、举报应当遵守法律、
法规和有关规定，不得利用投
诉、举报牟取不正当利益，侵害
经营者的合法权益，扰乱市场经
济秩序。商品或者服务的标签
标识、说明书、宣传材料等存在
不影响商品或者服务质量且不
会对消费者造成误导的瑕疵的，
不适用惩罚性赔偿规定。对于
通过夹带、掉包、造假、篡改商品

生产日期、捏造事实等方式骗取
赔偿或者敲诈勒索经营者的，依
法予以处理。

五是明确政府消费者权益
保护工作职责。规定各级人民
政府应当加强对消费者权益保
护工作的指导，组织、协调、督促
有关行政部门落实消费者权益
保护工作职责。有关行政部门
应当及时处理消费投诉、举报，
开展消费预警和风险提示，加大
监督检查和执法力度，及时查处
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7月1日起施行

强化预付式消费经营者义务

全国部署开展
打击拐卖妇女儿童
犯罪专项行动

据新华社电 记者3月19日
从公安部获悉，国务院反拐部际
联席会议和公安部18日组织召开
全国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专项
行动部署会，部署从即日起至
2024年底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打
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专项行动。

专项行动将通过线索排查、
信息完善、技术比对、大案攻坚等
工作，全力开展专项打击。对拐
卖现案，严格执行“一长三包”责
任制，快立案快查找快解救；对伪
造买卖出生医学证明等案件，查
明办理全过程，依法予以打击；挂
牌一批案情重大、影响广泛的拐
卖积案，组成专班全力攻坚。

据新华社北京3月19日电
3月19日，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
国际追逃追赃和跨境腐败治理
工作办公室召开会议，研究部署
2024年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和
跨境腐败治理工作，启动“天网
2024”行动。

会议决定启动“天网2024”
行动，推动一体构建追逃防逃追
赃机制。其中，国家监委牵头开
展职务犯罪国际追逃追赃专项行
动，公安部开展“猎狐”专项行动，
中国人民银行会同公安部开展预
防、打击利用离岸公司和地下钱
庄向境外转移赃款专项行动，最
高人民法院会同最高人民检察院
开展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
亡案件追赃专项行动，中央组织
部会同公安部等开展违规办理和
持有证件专项治理等工作。

“天网2024”行动
正式启动

教育部公布新一批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备案和审批结果

新增足球运动等24种本科专业
本报综合消息 3月19

日，教育部公布了2023年度普
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备案和审
批结果，并发布2024年普通高
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本次备
案、审批和调整的专业，将列入
相关高校2024年本科招生
计划。

增设、撤销、调整
共涉及3389个专业布点

此次专业增设、撤销、调整
共涉及3389个专业布点，数量
之多为历年之最。其中，新增
布点1673个、撤销布点1670
个，数量基本持平。以学科门
类计，工学所涉专业数量最多，
有1322个，占比39%，这与工学
作为第一大学科门类的基本情
况相呼应。从区域布局看，涉
及中西部高校的专业有1802
个，占比53.17%。普通高校本
科专业结构和区域布局进一步
优化，高校在专业设置上更趋
理性。

新增24种本科专业
首次在普通高校设立

在本次普通高校本科专业
调整中，24种新专业正式纳入
本科专业目录，2024年起，即
可进行高考招生。目前，目录
内共包含93个专业类、816种
专业。

此次一共增设24种新专
业：立足服务国家战略需要，设

置大功率半导体科学与工程、
生物育种技术等专业；聚焦科
学前沿和关键技术领域，深化

“四新”建设，设置电子信息材
料、智能视觉工程、智能海洋装
备等专业；推动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设置中国古典学等专业；聚焦
服务健康中国战略需求，落实
体育强国建设部署，设置健康
科学与技术、体育康养、足球运
动等专业。

护理学等三个专业
列入国控专业

据了解，教育部还结合经
济社会发展需求变化和专业布
局情况，对国家控制布点专业
范围进行了动态调整，将资源
勘察工程、护理学、助产学调整
为国家控制布点专业。所谓国
控专业，即国家控制布点专业，
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一般
来说，有两类专业会被列入国
控专业，一类是目前开设此专
业的高校很多，市场的需求量
已经饱满，另一类就是涉及国
家安全或生命健康等特殊行业
的专业。目前，816种专业中，
国控专业共有139种，占到
17%。未来，国控专业范围还
将进行“有进有出”的动态
调整。

据介绍，首次在高校设置
的新专业、国控专业都需要教
育部批准才能设置，其他已经
成熟的专业，只要经过程序，报

教育部备案即可。

加强省级统筹，
结合本地产业发展调整

在本次普通高校本科专业
调整中，强化了省级学科专业
建设的统筹和管理。要求省级
教育行政部门加强学科专业发
展规划，结合本区域经济社会
发展需要和实际情况，引导有
条件的高校增设急需紧缺专
业，谨慎增设、及时调减不适应
社会需求专业。各省结合本地
产业发展实际，梳理了急需紧
缺专业520种和223种就业率
相对较低的专业，为属地高校
优化专业结构提供重要参考。

试行专业设置预申报制度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相关负
责人介绍，教育部还试行了专
业设置预申报制度，高校根据
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和自身办学
定位、办学条件等，提前谋划增
设专业，提前1年进行预申报，
推动高校建立健全专业设置定
期研究、提前研究工作机制，增
强专业设置的前瞻性、精准性。
高校申请增设专业（不含中外
合作办学专业、第二学士学位
专业），原则上列入学校学科专
业发展规划，提前1年进行预申
报。据了解，目前，已有760所
高校通过专门网站提交了2024
年拟增设专业预申报材料，涉
及634种专业、2965个专业点。

24种新专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