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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江苏省消协公布了
今年第二季度全省各级消协受

理投诉情况，共受理消费者投
诉11325件，已成功解决7853
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
1121.7万元。这一季度的投诉
中也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因
网上购物、电视购物等新型消
费形式产生的投诉逐渐增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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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表明，服务类投诉最

多，有 3404件，占总量 30%，
其投诉主要集中在电信、洗染
业及中介的问题上。家用电子
电器类的投诉居高不下，一直
是投诉的热点，其中手机投诉
量仍居第一，主要问题还是质
量不稳定、服务不规范。

除此之外，这个季度的投
诉中出现了一些新情况，因网
上购物、电视购物导致的投诉
不断增多。

消协有关人员说，现在网

络购物、电视购物的投诉增长
较快，但一旦产生纠纷，消费者

又难以举证，这给消协的调解
工作也带来困难。像此类损害
消费者权益的问题，需要有关
部门加强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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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季度汽车投诉也比上

季度有所增加，但汽车投诉调
解也比较难。投诉的主要问题
是一些汽车质量差，发动机、变
速箱、底盘等主要部件在“三
包”期内出现不同程度的质量
问题；或是夸大宣传、虚假承
诺，欺诈消费者，售后服务质量

也差。
但在调解上，一方面出现

问题后鉴定比较难，费用也很
高，而没有鉴定结果，商家往往
又不认可；另一方面汽车的“三
包”规定至今尚未出台，消费者
维护合法权益时显得“底气不

足”，有时只能吃“哑巴亏”。
9:; << =>?@ AB

CD,5EF # G " HIJK

=>:"

!" #$

#江苏
省新的车船税标准已经正式出

台，私家车一年要缴 360元，
在购买交强险时捆绑缴纳，不
过直到目前为止还处于暂缓征
缴的状态。昨天记者从江苏省
地税局了解到，从8月1日开
始，车船税可以缴纳了。
“标准不是已经出来了

吗，为什么还缴不起来啊？”昨
天私家车主李先生去保险公司
缴交强险，被告知车船税暂时
还是缴不起来，要等到 8月 1
号才可以办理。“今年没缴的，
来年投保交强险的时候两年一
并缴。”保险公司工作人员告

诉他。江苏地税部门有关人士
介绍说，虽然车船税标准已经
出台，但还有一些具体工作要
做，比如征收软件的升级、全省
的统一协调等，所以将开征时

间定在了8月1日。
读者徐先生看到车船税新

标准出台的消息，提出这样的
疑问：“我去年 12月底车子年
检的时候，就缴了2007年的车
船税，当时是140元，现在涨到
360元，我怎么缴呢？还要再缴
360元吗？”记者就此问题向南
京市地税部门请教，有关人士回

答说，李先生的这种情况不应存
在，因为车船税是不预收下一年
度的，2006年只能收该年度或

者以前的，李先生首先要看一
下自己的完税凭证，确认缴的
是不是2007年度的车船税。如
果确实缴了 2007年度的车船
税，有可能是代征点的违规操
作，这样就要李先生拿着自己
的车船税完税凭证来地税部门

补缴其中的差价，即220元，而
不需要再缴36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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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江苏省工商
局、公安厅联合发出通知，在
全省开展打击传销“暴风行
动”。本次行动的时间是
2007年 7月 16日至 8月

15日，将重点查处跨地域、
涉及人员多、涉案金额大、社

会危害严重的传销组织，以
及传销引发的恶性刑事案件
和扰乱社会治安秩序案件。

昨日，省工商局公布了
全省三大传销典型案例。这

三大传销典型案例是“入门
费传销”、“专卖店虚拟传

销”、“拉人头传销”。
去年打击传销专项行动

以来，江苏省各级工商机关共
查处传销案件168件，清查、
取缔传销集会、窝点 3728

处，教育、驱散、遣返参与传销
人员36219人次，移交公安

机关追究刑事责任案件 30
件，追究刑事责任73人，重
点打击了“拉人头”传销、利
用互联网传销和假借“代理”
名义从事传销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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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最主要的，还是因

为政策性增资幅度较大。上
半年，江苏城镇居民人均
工资性收入 5767.6元，同
比增长 14.9%，拉动人均家
庭总收入增长 9.5个百分
点。一是机关事业单位工
资套改及其示范效应带来

的影响；二是各地发放的
各种奖金、福利、补贴和目
标奖比去年明显增加；三
是部分地区通过工资协商
方式提高企业职工工资，
如要求企业执行上调后的
最低工资标准和新的工资

指导线，从而保证了企业职
工收入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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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政府转移支付力

度加大。上半年，全省城镇
居 民 人 均 转 移 性 收 入
2518.4元 ， 同 比 增 长

19.3%，拉动人均家庭总收
入增长 5.2个百分点，其中

人均养老金及离退休金为
2005.0元，占转移性收入

近八成，增长 21.2%，拉动
家庭总收入增长 4.4个百
分点。自去年下半年来，江
苏所有地区均上调了养老
金和离退休金标准，今年
上半年其翘尾因素影响仍
然存在；机关事业单位工

资套改，离退休人员也增
资补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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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江

苏老百姓财产性收入高速
增长。上半年城镇居民人均
财产性收入 89.3元，增长
49.9%，拉动人均家庭总收
入增长 0.4个百分点。其
中，占财产性收入近一半的
股息与红利收入为 43.6

元，增长48.8%。
当然，上半年个体、私

营企业盈利水平也有所上
升，城镇居民人均经营性收

入 为 863.7 元 ， 增 长
25.0%，拉动人均家庭总收
入增长2.2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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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收入快速增长的同
时，全省居民生活水平进

一步改善。上半年全省城
镇 居 民 人 均 消 费 支 出
5054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9.8%，其中食品、衣着、家
庭设备用品及服务、医疗
保健、交通和通讯、教育文
化娱乐服务、其它商品和

服务支出分别为 1957.03、
540.24、346.83、330.62、
595.85、671、204.67元，分
别 增 长 13.9% 、12.5% 、
5.6%、10%、1.6%、25.7%和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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