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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天防晒，不少人只注重皮肤，却忽略
了眼睛这个容易老化的器官。外出佩戴太
阳镜，除了能阻挡刺眼的阳光，更重要的是，
这种习惯还有助于预防多种眼病。

紫外线可能“晒”出4种眼病
眼睛的角膜位于眼表的最外层，对紫外

线敏感，从而保护眼内组织，但长时间紫外
线照射，则会引起角膜病变，比如日光性角
膜炎，严重时还会引起角膜混浊导致视力下
降。除此之外，紫外线还容易对眼睛有这些
伤害：

白内障，主要指老年性白内障，紫外线
照射是白内障形成的重要原因之一。研究
发现，日照强的地区不仅白内障患者多，发
病年龄也早。

黄斑变性，多指老年性黄斑变性，是60
岁以上老人视力不可逆损害的首要原因。
一项研究发现，夏天每天晒太阳5小时以上
者，黄斑变性的发生概率是不超过2小时人
群的两倍。

翼状胬肉，这是一种与结膜相连向角膜
生长的纤维血管样组织，不仅影响美观，还
会引起角膜散光，导致视力下降，与风沙、灰
尘、日光刺激有关。过量的紫外线照射，风
沙和尘埃刺激导致角膜缘周围组织出现非
感染炎症，细胞血管的增生形成纤维血管性
膜状物。

雪盲症，这种眼病主要是电焊、高原、雪
地及水面光线反射引起的眼外伤。紫外线
通过光化学作用，造成角膜结膜急性损伤，
使蛋白质凝固变性，角膜上皮坏死脱落。其
中，波长280纳米的紫外线对角膜损伤最大。

5种颜色的镜片各有适用场景
一些人选择太阳镜时，往往从美观角度

考虑。事实上，选对太阳镜片的颜色是护眼
前提。清华大学附属北京清华长庚医院眼科
主治医师王韧琰表示，不同场景各有推荐：

灰色：减少眩光
灰色深浅适中且可减少眩光，不会改变

物体本色，让视野更清晰，视觉更舒适，适用
于各种天气、环境。但灰色色调越暗，阻挡
的光线就越多。需要提醒的是，驾车时不要
选颜色太深的镜片。

棕色：适合户外
棕色调镜片几乎能 100%吸收紫外线、

红外线和大部分蓝光，十分适合外出远足、
打高尔夫或开车兜风时佩戴，不仅有助增强
色彩对比度，让视物更清晰，而且色调柔和
舒适，能缓解视疲劳。此外，近视人群选择
近视太阳镜最好选用灰色、茶色的镜片。

绿色：缓解视疲劳
绿色镜片具有良好的对比度，既能平衡

颜色，也能过滤一些蓝光，减轻视疲劳。
黄橙色：大雾天能“提亮”
有时虽是阴天，但紫外线仍然强烈，黄

色或橙色太阳镜可使更多光线透过镜片，增
强光线对比度。此外，在黄昏或大雾等光线
较弱时开车也可佩戴黄色或橙色太阳镜，增
加视物清晰度。

红色：不晃眼
红色或玫瑰色太阳镜可大幅改变色彩，

同时能提高对比度，适合用于滑雪等光照强
烈的环境。但由于容易造成色彩失真，设计
类工作人员不要选择。 本报综合消息

一些热门场馆在官方预约或售票平台
上很难抢到票，第三方平台上却有不少搭售
讲解等服务的门票出售，价格比原本票价高
出几十到数百元。这些票从哪里来？这样
搭售的门票靠谱吗？

上海检方起诉3名使用外挂抢票的犯
罪嫌疑人

2024年秋天，上海一家博物馆的工作人
员发现，一些热门日期，游客通过博物馆官
方小程序很难抢到门票，而在第三方平台却
有加价的门票出售。上海静安警方经过调
查，在年底控制多名嫌疑人，案件随后移交
检方。

今年5月16日，检方以非法获取计算机
信息系统数据罪，对这起案件负责抢票的3
名犯罪嫌疑人先行提起公诉。据检方介绍，
这起案件涉罪的关键不是加价，而是组织团
队使用外挂抢票。嫌疑人使用一款代码文
件能避开一些博物馆等场所小程序的购票
时间限制。

成立“工作室”分工协作搭建黑灰产业
链

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检察院网络检察办
公室主任胡俊君表示：“比如说6月15日的
门票，从购票程序上看，它还是处于灰色的、
不可购买和操作的状态。使用了抢票软件
之后，就能提前进入购票的页面，把需要购
买门票人员的姓名、身份证号、准备参观的
日期，这些所有跟购票相关的信息提前填
好。等放票时间一到，就一键提交。对于普
通游客来说，这时候可能还在填写购票信
息，票已经被抢票团伙给‘秒光’了。”

为了把这种“生意”做大，嫌疑人成立
了抢票“工作室”，一方面对接旅行社工作
人员，获得有购票需求的游客身份信息，另
一方面组织人员，用这样的工具大规模抢
票。

他们抢票主要集中在寒暑假、“五一”和

“十一”这些时期，通过其中一个旅行社，向
他们发送门票的需求，就高达每天数百张。
2024年的暑假和“十一”，这个团伙帮助某旅
行社抢购的某博物馆门票，就达到了8000余
张、9000张左右，结算金额达到人民币44万
余元。即便扣除购票成本，获利也至少是二
十几万元。

勾结旅行社门票搭售讲解加价牟取暴
利

检方介绍，嫌疑人抢到的门票在旅行社
等第三方平台并不是直接加价转售，而是以
搭售讲解服务等名义进行销售。提供讲解
的事实上并不是专业的讲解员，游客多花的
钱，大部分还是给了“黄牛”。

胡俊君称，比如说普通成人票是30元一
张，最终通过旅行社以所谓的“讲解套餐”的
形式购买一张门票的价格可以高达200元、
300元。但是根据旅行社人员的介绍，这里
面的讲解人员都是找兼职的大学生，以1对
10甚至更多的人员来开展讲解服务，成本是
比较低的。

专家：采用技术手段综合整治抢票行
为

多地博物馆提醒公众警惕“讲解带门
票”宣传，除此之外，各地文博场馆也在采取
措施优化参观服务：有的优化购票流程，用
户可以预先填写个人信息，到门票开售时直
接购票；有的通过延长开放时间、增加门票
数量等方式扩大供给；有的采用技术手段，
识别并拦截涉嫌抢票的账号。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
产业研究院教授吴丽云指出，一方面，要去
避免这种外挂的漏洞，另外要实时监测并且
拦截批量抢票的异常操作，现在有很多博物
馆已经在做了。还需要多部门的综合整治，
从文旅部门、公安部门等，组织相应的技术
人员进行严查，用技术打败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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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家车企相继承诺“60天付款”

6月10日晚，多家车企相继宣布，对供应商的支付账期不超过60天。这
场集体行动，被视为汽车行业对供应链乱象的“亮剑”，也是对国家新规的积
极响应。

热门票抢不到

去第三方平台加价买“讲解门票套餐”靠谱吗？

眼科医生忠告：夏天出门戴上太阳镜

主流车企纷纷承诺“60天付款”

在汽车行业“反内卷”背景下，众多车企
开始破除上游供应商痛点。6月10日晚，中
国一汽、东风汽车、广汽集团和赛力斯集团
相继发声，承诺将供应商支付账期压缩至60
天以内，意在通过实际行动，维护市场经济
秩序健康稳定。

此后，吉利汽车宣布，将旗下各品牌供
应商账期统一压缩至 60 天以内，进一步提
升产业链资金周转效率，稳定产业链运作，
推动整个行业健康发展。

同样作出承诺的还有长安汽车，涵盖旗
下长安启源、长安凯程、深蓝汽车、阿维塔等
品牌，表示将统一执行60天付款账期，以履
行央企社会责任，缓解中小企业的资金压
力，推动供应链高效协同运行。

6月11日，比亚迪、奇瑞、小鹏、长城、北
汽、小米汽车、零跑等自主品牌纷纷加入承
诺行列。截至记者发稿，已有 17 家重点汽
车生产企业作出“账期不超过 60 天”的承
诺。

此次多家车企的行动，与《保障中小企
业款项支付条例》（2025年修订版）的落地实
施密切相关，该新规于2025年6月1日正式
施行。

价格战愈演愈烈 行业利润率持续走低

众车企作出“账期”承诺的背后，是日趋
白热化的价格战。2024年，价格战致使行业
直接损失 1380 亿元，行业利润大幅下滑至
4623亿元，同比下降8%，利润率仅为4.3%；
而在2021年，这一利润率还是6.1%。

进入 2025 年，价格战的战火仍在熊熊
燃烧。5月，头部车企掀起的大幅度降价潮，
引得众多企业纷纷跟进。

中国贸促会汽车分会会长王侠发布了
一组令人担忧的数据：据不完全统计，2024
年国内车市降价车型200多款，2025年前4
个月降价车型已达60 多款。刚刚过去的5
月，情况进一步加剧，在头部车企大范围、大
幅度降价带动下，多家车企跟进效仿，降价
车型达百余款之多，降价幅度最高超 5 万
元，甚至出现了好久不见的 3 万元级的车
价。

数据显示，去年我国汽车产销量双双突
破 3100 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年产销量
首次突破1000万辆。虽然汽车产销量创出
新高，但汽车行业利润率从 2017 年的 7.8%
降至2024年的4.3%。今年这一情况也未能
好转，1-4 月份，汽车行业销售利润率下滑
至4.1%。

在产销量实现双位数增长的繁荣表象
下，行业结构性矛盾愈发凸显——众多整车
企业正面临盈利能力持续承压困境，部分经
销商甚至陷入“量增利减”局面。这种产销
量增长与盈利能力下降的背离现象，清晰表
明行业发展处于不健康状态。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24年新车市
场零售累计损失近 2000 亿元。4 月末全国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应收账款平均回收期为
70.3天，同比增加4天，汽车行业情况尤为严
峻。

车企成本转嫁导致恶性循环

在成本压力下，部分整车厂将压力向上
游传导：一方面强制供应商降价，另一方面
通过拉长账期转嫁资金压力。

据比亚迪集团品牌及公关处总经理李
云飞日前在微博发布的相关数据，2024年比
亚迪向上游供应商付款的平均周期为 127
天，应付账款占营收的比例为 31%，而上汽
集团的这两项数据为164天、38%，吉利控股
为127天、32%（2024年度审计报告数据），赛
力斯为166天、47%，长城汽车为163天，长安
汽车为205天，理想和蔚来分别是165天和
195天。

这种“以规模换利润、以账期换成本”的
模式，导致中小企业面临严峻的现金流困
境。上游零部件企业不得不通过融资维持
运营，融资成本进一步侵蚀利润，形成“整车
厂压价——供应商负债——质量隐患增加”
的恶性循环，甚至威胁产业链安全。

相关部门发声叫停“内卷式”竞争

5月23日以来的新一轮“价格战”，引发
了行业恐慌。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于5月30
日发出倡议，支持企业通过正常方式参与市
场竞争，坚决反对无底线的“价格战”。工业
和信息化部也表态支持该倡议，并提到将加
大对汽车行业“内卷式”竞争的整治力度，采
取必要的监管措施。

在这样的背景下，车企统一支付账期的行
动，可以看作是对“反内卷”行动的积极响应。
对于供应商而言，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利好消
息。60天以内的支付账期，将大大缓解供应商
的资金压力，使其能更及时地获得资金，用于
生产、研发和运营，从而稳定企业的发展。

这一举措也增强了供应商与车企之间
的合作信心。当供应商看到车企能够及时
支付货款时，他们会更加愿意与车企保持长
期稳定的合作关系，甚至会加大对车企的支
持力度，提供更优质的产品和服务。

缩短支付账期，也有助于提升中国汽车
产业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

在国际市场上，欧美等成熟汽车市场的
车企，应付账款周转天数通常控制在 60 天
到 90 天之间。通过缩短支付账期，中国汽
车产业将能更好地与国际接轨，提升在全球
产业链中的地位。

对于车企做出“60天支付账期”的承诺，
业内自然是拍手称快，但也有不少声音关注
这一承诺如何落地，以及能否真正解决账期
拖欠的难题。

在业内人士看来，多家大型车企集体官
宣将账期统一至 60 天内，为深陷价格战泥
潭的中国汽车市场注入了一针强心剂。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原常务副会长董扬
表示，此举将有效限制车企通过拖欠供应商
款项来维持低价竞争的能力，推动行业回归
理性发展。

此次行动也标志着汽车行业供应链管
理理念的重大转变。从中国一汽的数字化
管控到东风汽车的“链长”作用发挥，车企正
在探索建立更加健康的产业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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