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5年4月2日

星期三

06

视
点

新华网评

□编辑/谢军仁

□版式/郭思敏

□审校/樊莉莉

直播间买手机补贴 1000 元，价值
五位数的“高奢”手表只卖99元……一
段时间以来，以仓库为背景进行的直播
在电商平台较为流行，不少主播宣称所
售商品有“高补贴”、是“高奢品”。

“新华视点”记者调查发现，部分仓
播存在不同程度的虚假宣传，值得
警惕。

虚构“高补贴”自封“高奢品”

仓播，指在仓库中进行的直播销售
活动。一些主播身后堆满各式货箱、货
柜，宣称直播地点为货源仓库，售卖商
品为仓库直发，有价格优势。

记者近期关注百余个仓播账号，一
些仓播账号有几十万粉丝，有的仓播账
号能冲到所在时段平台带货总榜第一。

然而，不少消费者反映，一些仓播
主播宣称有“高补贴”，实际上没有价格
优势；宣称是“高奢品”，结果货不对板。

前不久，在一场“带货总榜第一”的
仓播中，主播推销某品牌一款手机时，
宣称“这是新款，柜台卖得老贵了”，直
播 间 买“ 每 个 补 贴 1000”，只 卖
1198元。

但部分消费者发现，这款手机早在
2024 年 5 月就已上市，当时官方售价
1399 元；目前正常市价 1200 元左右，
并非主播所说的补贴1000元。

有网友发网购截图称，在某仓播直
播间“低价”购买了化妆品、手表等商
品，下单后到其他平台比价，发现并不
便宜。

在一个仓播直播间，主播介绍一款
“瑞士品牌”手表时，拿出一张“世界名
表等级排行榜单”，称该品牌是“高奢品
牌”。他还展示了一张签购单，称这款手
表原价66800港元，直播间只要99元。

记者在多个电商平台搜索发现，这
款所谓的“高奢”手表售价多在百元左
右，最低30多元。有名表行业从业者表
示，并未听过该品牌，不认为其属于“高
奢品”。

此外，记者发现，一些主播常放出

所谓的“明星网红”商品，宣称为会员
店、专柜同款商品，直播间仅以一到两
折的价格售卖，“送给你们试用”。但是，
记者在相关会员店、商场内并没有看到
这些商品，店内工作人员也表示从未售
卖过。

堆叠空箱、模糊信息、引导评论

记者调查发现，部分仓播的虚假宣
传套路主要包括：

——堆叠空箱，打造“货源”场景。仓
播进行时，主播穿行在堆满货箱、货柜的
场地中；一些货架前，还有工作人员操作
升降机，并不时接受主播调度——“看看
上面手机库存还有多少”。

但据多名主播和运营负责人介绍，
这些形似仓库的直播场所内只有少量
货物样品，其余均为空箱，背景中的工
作人员是“演员”。

记者了解到，大部分仓播运营方不
囤货，直播中弹出的销售链接来自不同
的供货商。“我们七个直播间，每天卖好
几万单，没有一个产品是自己囤货、自
己发货的。我们最大的优势就是会搞流
量。”一名仓播运营负责人说。

——模糊信息，掩饰“折扣”本质。
记者注意到，在介绍一些知名品牌商品
时，主播往往有意混淆型号、新旧等关
键信息。比如，只说“那款大几千的华为
70手机”，实际上架的是华为畅享70等
中低端系列，而非高端系列；大谈“飞天
茅台加钱都买不到”，实际上架的并非
53度飞天茅台，而是43度飞天茅台。

此外，有的主播会在商品证书、价
签上做文章。“大品牌利润低，小品牌的
健康类、美妆类产品利润高，可以自己
搞一些证书、价签，直播时快速晃一
下。”有主播在交流“经验”时说。

——混淆视听，营造“抢手”氛围。
记者调查发现，一些仓播的后台运营人
员通过发“福袋”引导评论、刷屏、禁言
等方式“控评”。观众必须在公屏发送

“收到了，是正品！”“是老粉回购沐浴
油”“要高端瑞士腕表”等指定评论才可

以参与“福袋”抽奖。
记者在观看相关仓播时，多次在公

屏提醒“不是新机”“是43度茅台”等信
息，轻则被管理员刷屏盖过，重则被禁
言拉黑。有消费者表示：“我刚被一个仓
播直播间踢出，就因为问了一句‘你家
的手机为啥比京东卖得还贵’。”

规范新兴直播 保证产品质量

根据反不正当竞争法，经营者不得
对其商品的性能、功能、质量、销售状
况、用户评价、曾获荣誉等作虚假或者
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欺骗、误导消
费者。

北京市鑫诺律师事务所律师董世
盼表示，一些主播在直播过程中堆叠空
箱、模糊信息、虚标价格等行为，误导消
费者购买所谓“高奢”“高折扣”产品，侵
害了消费者的知情权。

记者调查发现，为应对平台监管，
一些仓播运营方准备了不少“小号”。在

“3·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前后，一些主
播相互提醒，近期监管会更严，不要拿
大号撞枪口，先用小号挺过3月份。“一
年只要放开三个月，我们就能赚钱。”一
名仓播运营负责人说。

一些仓播主播、运营方表示，各网
络平台对仓播常见违规行为基本都有
对应的监管规定，但执行起来松紧
不一。

多位业内人士建议，有关部门和电
商平台采取更有针对性的措施，加强仓
播监管。平台要建立仓播监管长效机
制，对仓播运营方的资质、商品来源、质
量证明、销售话术等加强动态核验监
管；监管部门要加强产品质量专项抽
检，严厉打击虚假广告、虚假宣传等行
为，保证网售产品质量。

董世盼等人提示，消费者在直播间
购物时，应警惕虚假宣传与价格陷阱，
不贪小便宜，理性消费；认真核查商品
信息，保留订单记录、支付凭证、聊天记
录等作为维权依据，遇到问题依法维
权。 （新华社长沙3月19日电）

“3公斤装”的小龙虾到手只有1.4
公斤、“100只装”的垃圾袋清点还不到
40只……不少人都曾遇到过网购商品

“缩水”的遭遇，但很多消费者不会逐
个清点，落得个“消费者忍了、不良商
家赚了”的结局。

整治网购“缩水”不仅事关消费者
权益保护，更是关系消费环境建设的
大事，必须得较真。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
公厅印发《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方案》，
明确提出“营造放心消费环境”；“规
范网络销售、直播带货领域‘全网最低
价’等不合理经营行为”，为有效遏制
网络消费市场乱象、维护消费者权益
提供指引，增添保障。

商家敢“缩水”发货，背后的一个
重要原因是商家违法成本低。根据消
费者权益保护法，一旦商家的行为构
成欺诈，消费者有权获得三倍购物价
款的赔偿。但实际上，倘若商品价格不
太高、网购维权耗时又费力，消费者通
常不会过多纠缠和追责，除了有认真
的消费者会逐个清点后要求赔偿，绝
大多数会选择一“忍”了之，“缩水”商

家赚得盆满钵满，诚信商家反而“吃了
暗亏”。

消费者较真网购“缩水”，非小题
大做。消费者反映诉求的地方，就是消
费环境进一步优化改进的方向。

监管“长牙齿”，不良商家才能“长
记性”。一方面，电商平台要当好“大管
家”，加强技术手段应用和人工审查力
度，在信用约束上“较真”，把商家信用
和店铺流量挂上勾，让“靠缺斤少两赚
钱”的商家无处遁形；另一方面，市场
监管部门要加强监管，线上精准监测，
线下全面巡查，对不法经营活动施以
重拳。

此外，要健全消费争议多元化解
机制，让消费者的意见能够更加快速
便捷触达商家和监管部门，让消费者
敢较真、能较真。

完善制度、抓好监管、筑牢诚信，
只有当“靠一锤子买卖占小便宜”的商
家越来越少、靠诚信经营赢得招牌赚
得口碑的商家越来越多，消费者才能
放心消费舒心消费，消费市场才能更
加健康繁荣发展。

（新华社天津3月19日电）

□新华社发 朱慧卿作

“高补贴”“高奢品”？
小心仓播里的这些套路

□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 谭畅

新华社北京3月17日电 （记者张
晓洁、张辛欣）记者17日从工业和信息
化部获悉，2024年我国数字产业总体运
行平稳，完成业务收入35万亿元，同比
增长5.5%，实现利润总额2.7万亿元，同
比增长3.5%。

其中，电子信息制造业全面回升向
好，规模以上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
设备制造业增加值增长 11.8%，较上年
提高 8.4 个百分点。消费电子市场全面
回暖，拉动我国手机、微型计算机和彩
电产量同比增长7.8%、2.7%和4.6%。在
人工智能、云平台等新兴业务拉动下，
软件业完成业务收入13.7万亿元，同比
增长10%。通信业完成业务收入1.74万
亿元，同比增长3.2%。

数 字 基 础 设 施 量 质 齐 升 。截 至
2024 年末，全国光缆线路总长度达
7288 万公里，累计建成 5G 基站 425.1
万个，具备千兆服务能力的 10G PON

端口达 2820 万个，建成千兆城市 207
个，实现县县通千兆、乡乡通 5G，90%
以上行政村实现 5G 网络覆盖。全国在
用算力中心标准机架数超过880万，算
力总规模较上年末增长 16.5%。新型融
合基础设施加速覆盖，累计建成 5G 虚
拟专网 5.5 万个，移动物联网终端达
26.6亿户。

此外，产业生态体系持续完善，
开源鸿蒙搭载设备数量超过 10 亿台，
开源欧拉用户数量超过 380 万，为全
球 150 余个国家和地区提供服务。产
业新动能持续增强，人工智能、人形
机器人等新兴领域保持较高投融资
热度，大模型商业化发展加速。产业
集聚态势明显，围绕信息通信、人工
智能、新型显示、集成电路等数字领
域，已布局建设一批国家级先进制造
业 集 群 ，成 为 数 字 产 业 发 展 的 重 要
引擎。

据媒体报道，近日，《哪
吒》系列电影导演饺子在多个
短视频平台被假冒，有仿冒账
号利用饺子导演的名气吸粉
带货，引发关注。某平台负责
人回应称，已累计回查处置
400 余个仿冒饺子导演（本名
杨宇）的账号，对新增的仿冒
行为仍在持续回查及拦截中。

高仿账号并非新现象，有
的仿冒专家、明星账号，有的
仿冒知名企业、政府部门、新
闻媒体等。尽管有关部门和网
络平台一直对此类现象进行
整治，但尚未绝迹，一有机会
便死灰复燃。如今随着《哪吒
之魔童闹海》票房持续刷新，
导演饺子成网络红人，多个高
仿号随之出现，有的以“饺子”
相关词汇命名，有的用哪吒或
杨宇照片当头像，不少都自称
是饺子导演小号，还挂着商品
链接，吸引网友留言互动。

这些高仿号之所以仿冒
导演饺子账号，皆是为了私利
——收获流量、带货卖货、养
号卖号等。如果高仿号真的能
实现快速变现，那么相关“成
功经验”很可能会激励更多后
来者趋之若鹜、频频效仿。

高仿公众人物账号与假
冒知名品牌性质是相似的，都
是通过“走捷径”来实现私利，
高仿号“蹭名人”流量的做法，
可能更快能达到“冒名得利”
的目的，特别是像饺子导演这
样在某个时段热度骤升的公
众人物，往往更容易被仿冒。

由此看来，公众人物越
“红”，被“围仿”的可能性就越
大，高仿号获利也就容易越快
越多。无论是当下的网络红
人，还是各大网络平台，都有
必要充分意识到这一高仿号
仿冒的基本逻辑。

红极一时的公众人物，在
走红初期，不妨就未雨绸缪地
对这一乱象进行针对性预防，
避免个人名誉权等受损害，同
时也要提醒粉丝不要被误导。
社交平台、短视频平台，也应
当与时俱进提升自身对人物、
机构、事件等走红网络的预判
能力，及时启动专门的保护计
划，对与相关主体沾边账号的
注册或更名等行为加强审核、
验明正身，从而及时将高仿号
拦下，不给其招摇过市的机
会。对已出现或查实的高仿
号，网络平台和有关部门除依
据平台规则和相关法律法规
对其账号进行封禁外，还应对
其已获取的利益进行追溯，并
依据《互联网用户公众账号信
息服务管理规定》等法规进行
严肃处置。只有让高仿号实操
人到头来“竹篮打水一场空”，
才能对其他仿冒者形成足够
震慑。被仿冒者也要主动对高
仿账号说“不”，以仿冒行为侵
害个人名誉权等为由，让侵权
者付出应有代价。

高仿账号令人深恶痛绝，
只有各方都擦亮眼睛、主动出
击，让高仿账号“谁红就仿冒
谁”的伎俩被识破，让这条路
再难行通，仿冒号黑产才有望
早日绝迹。

来源：工人日报

“卖惨”带货

2024年我国数字产业
完成业务收入35万亿元

较真网购“缩水”，非小题大做
□新华社记者 尹思源

让消费者喝上更好的奶！
我国修订生产标准提高灭菌乳品质

识破高仿账号“谁红就

仿冒谁”的基本逻辑
□丰收

这是特色旅游列车软卧4人包厢内的设施及布置（3月28日摄）
3月28日，“中原铁道·大河之南号”特色旅游列车在青岛下线。该车在既有

普速客车基础上，针对不同年龄段旅客乘车需求进行了舒适化、适老化升级改
造。全列配置酒店式软卧包厢，内设独立卫浴间，还配备了集观光、休闲、娱乐于
一体的多功能车厢。 □新华社记者 李紫恒摄

“中原铁道·大河之南号”

特色旅游列车在青岛下线

三峡船闸累计货运量达22亿吨

3月29日，在湖北宜昌，船舶有序通过三峡双线五级船闸（无人机照片）。
据长江三峡通航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3月28日，三峡船闸累计运行21.2万闸次，通过船舶106.5万艘次，过闸货

运量达22亿吨。 □新华社发（王罡摄）

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市场监管
总局联合发布《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灭
菌乳》1号修改单，明确生产灭菌乳只能
以生乳为原料，不再允许使用复原乳。
业内专家认为，这项标准的修订将有效
推动灭菌乳品质提升。

修改单的起草单位是中国农业科
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奶业创新团
队。团队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复原乳
又称“还原乳”或“还原奶”，是指将干燥
的乳制品与水按比例混匀后获得的乳
液，通俗地讲就是用奶粉加水复原而成

的牛奶。
这位负责人表示，灭菌乳是我国液

态奶消费市场的主要产品，此次修订将
灭菌乳的原料限定在生牛（羊）乳，符合
我国产业发展实际，符合我国的国情农
情，能有效满足人民群众对高品质乳品
的需求，将对产业发展和消费者带来积
极影响。

具体来看，灭菌乳产品不允许使用
复原乳，增加了乳品企业对生乳的需
求，有利于促进国内奶牛养殖业发展，
提高奶农生产积极性和收入。

生产企业方面，新标准实施后，灭
菌乳将用富含多种活性营养物质的生
鲜乳直接加工，乳品质量、品质、口感、
风味将进一步提升，对推动奶业全产业
链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此外，灭菌乳产品包装将只标注
“纯牛（羊）奶”或“纯牛（羊）乳”，不再标
注复原乳相关内容，标签更加清晰，对
消费者来说，消费选择将更为简单。

据悉，修订标准将于 2025 年 9 月
16日起正式实施。

（记者古一平） 来源：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