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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安篇

公安榜单中，“温州交警”依然稳坐第一。其《首次曝光！温州这几个快递外卖企

业、骑手被点名！首张体检单出炉！》一文创造了10万+阅读量。温州交警运用大数据

“听诊把脉”，为外卖、快递企业出具一份交通事故“体检单”，引起广泛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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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政法委篇
本期政法委榜单，“平安宁波”跃居第一。其《浙江公开悬赏50名涉黑涉恶在逃人

员！看看有没有你认识的》一文获最高阅读量。文章在公开悬赏涉黑涉恶人员的同时，

也提醒大家，信息时代，做一名遵纪守法好公民的重要性。

三、法院篇
本期法院榜单，排名前三的依次是“平阳法院”“杭州中院”“浙江天平”。此外，热文

榜上，“玉环市人民法院”《失信曝光| 被执行人曝光名单第一百三十一期》一文获得最

高阅读量。

四、检察院篇

检察院榜单中，“杭州检察”继续蝉联第一。其《这次圆桌会事关全杭州的孩子！副

市长、检察长、教育局局长、学军校长都来了…》一文阅读量和点赞量均获第一。该文记

录了以“青少年法治教育——检察长进校园”为主题的一场沙龙活动，标题悬念重重，吸

引了不少读者。

五、司法行政篇
本期司法榜单，排名前三的依次是“浙江监狱”“浦江普法”“宁波普法”。其中，

“浙江监狱”《直击“学谈考评”∣2018最停不下来的学习》一文获阅读量和点击量双

双第一。

本报记者 肖春霞 文 俞晟 技术支持

《工人日报》赵剑影

“最后3个月，且买且珍惜吧。”近日，

来自江西南昌市的李萌初在朋友圈里发出

这样一条消息。作为一名在澳大利亚读书

的中国留学生，为了赚点零花钱，她在留学

第二年加入了代购一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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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将于2019年1月1日施行的《电子商

务法》（以下简称《电商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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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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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在观望，只能是做一天算一

天。” 职业代购彭思洋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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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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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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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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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子商务法》即将实施 海外代购将何去何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