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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5 ，帮您理理这些消费陷阱

据新华社长沙 3 月 15 日电(记者白田田、刘巍巍)一年
一度“3·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到来，近期海淘假货事件密集
曝光，再次敲响消费警钟。在海淘假货产销链条里，不仅产品
本身造假，购物小票、入境证明、快递信息皆可造假，让消费者
防不胜防。

“爆款”是造假重灾区，有人花重金研制

配方以假乱真

假冒品牌化妆品 8 万多件，涉及多个国际大牌，涉案金额
1000 多万元……近期，江苏苏州警方经过 6 个月的侦查追
踪，破获一起特大生产、销售伪劣品牌化妆品案，牵出一条海
淘假货生产链。其中，一个制假售假窝点的假冒伪劣化妆品，
警方动用了 3 辆卡车才清空。

窝点仓库内的假冒产品大多数是正品专柜长期断货的
“爆款”，比如一款品牌唇膏，专柜价格近 200 元，正常“海淘”
渠道需要加价才能买到。犯罪嫌疑人将这些假货以正品的名
义，通过多种网购平台销往上海、广州、北京等地。

苏州警方调查发现，为了以假乱真，不法分子花重金研制
配方，制造出来的假冒化妆品不仅外包装和正品几乎一样，甚
至连气味、颜色、质地、使用效果也极为相似。办案民警在取证
过程中曾让多名正在使用正品唇膏的测试者检验，无人能一
次辨别真伪。

据了解，假冒化妆品成本只要十几元甚至几元，但成品价
格可以翻几十倍甚至上百倍。湖南省跨境电子商务协会秘书
长余芳说，海淘假货问题，大量集中在所谓的“爆款”。因为这
些产品知名度高，销售火爆，假货容易卖出去，并且能够获取
高额利润。

海淘各环节“套路深”，购物小票、快递信

息皆有假

尽管不少跨境电商宣称“100% 正品”“假一罚十”，但由于
跨境购市场主体多、交易链条长等原因，消费者在每个环节都
可能遭遇谎言和陷阱。

一方面，货源难保障，造假掺假花样繁多。一位跨境电
商行业人士说，大多电商平台采取向贸易商采购或者吸引
卖家入驻的模式，这很容易出现造假问题。即使有的跨境电
商平台宣称全部直采自营，也难以确保采购人员买到正品。

在广东做过海淘业务的知情人士范平(化名)说，一些贸
易商“搞名堂”，刚开始供应的全是真货，随着销售量增多，开
始掺假。有的假货源头在国内，然后“海外镀金”，有的进口大
桶原料，在国内进行灌装和包装。

另一方面，物流猫腻多，凭证眼见并不为实。对于消费者
来说，海淘商品从采购到进口的各种单证至关重要，而这些都
成了造假对象。连购物小票都能“动手脚”，可以录入和修改相
关信息，标价随意填写。

范平告诉记者，卖家常用的手法是“掺着卖”，真假单证混
在一起。比如销售 1000 件商品，10 件是通过正规渠道进口，

有正规采购详单、受权经销证书、关税清单、发票等，另外 990
件则是非正规渠道的产品甚至假货。

“如果订单量大，有的快递公司帮着造假。”范平说，快递
公司可以随意更改发货地点，消费者看到物流信息显示“商品
已从保税仓寄出”，实际上可能是从内地发货。

海淘还需跨过维权关、安全关、监管关

业内人士认为，当前中国跨境电商规模已稳居世界第一，接
下来还需跨过维权关、安全关、监管关，让消费者能够真正放心
海淘。

——— 维权关：海淘莫成消费维权“真空地带”。在北京工作
的韦女士，是一位网购达人。她说，在跨境电商平台购买到疑
似假货后，没有办法鉴定真伪，也退不了货，只能自认倒霉。

——— 安全关：产品安全责任不能“一免了之”。美妆个护
品、母婴用品、营养保健品是海淘主要品类，也是事关健康安
全的高风险产品。而跨境电商平台一般都有“免责条文”，声称
境外物品适用的标准可能与国内不同，由此造成的危害由消
费者承担责任。这导致一些有安全风险的产品通过跨境电商
直邮等形式流入国内。

——— 监管关：跨境电商还应堵住监管漏洞。余芳认为，海
外商品进口的监管难度确实比内贸大，跨境电商行业要加快
建立诚信体系、统计监测体系、风险防控体系和溯源体系，并
有效利用大数据、区块链等技术来创新监管方式。

“海淘”这么多“坑”怎么防

据新华社上海 3 月 14 日电(记者周琳、徐海涛)“功能强
大”的量子水、量子袜、量子眼镜，“包治百病”的量子医疗仪
器，“一本万利”的量子投资机会……近年来，随着我国的量子
通信科学卫星上天、“京沪干线”落地，越来越多贴着“量子”标
签的商品、商机不断涌现，让不少消费者解囊，即便价格不菲。

这些“量子商品”真的像宣称的那样“神奇”吗？今年 3·15
前夕，记者进行了调查。

打假：“量子”防癌，还能返老还童？

在淘宝上搜索“量子”，林林总总各类“量子商品”有上百
种：量子水、量子项链、量子烟盒、量子眼镜、量子车膜、量子防
辐射手机贴、量子超瓷能量碗……仔细搜索，还有不少量子保
健商品，有的甚至打出“量子医学”的概念。

这些商品的共同点是“功能强大”、价格不菲。
比如量子袜，既能“防臭”还能“增加能量”，一双价格在 30

元以上；一款宣称可“直达肌肤底层”的量子美颜喷雾，要价
88 元；一款“5S 升级版量子富氢水杯”，标价 798 元，显示 30
天内已售出 25 件……

最贵的一款“量子超能共振器”，号称内含“60 核量子芯
片”，标价 16800 元。不仅能“快速消除乳腺增生、子宫囊肿”，
还能“对调理前列腺、增强肾功能有一定的保健作用”。

还有些人和组织，则将量子概念进行规模化运营，甚至作
为传销和非法募资的工具。

记者搜索发现了一家名为“中国量子产业控股集团”的网
站，看起来非常“专业”的网站上，声称拥有“专利技术 30 多
项，生产基地及养生体验基地 20 多处”，产品包括：量子手环、
量子茶具、量子能量酵素、量子共振检测仪、量子活化杯、量子
加能床垫，甚至还有量子返老还青舱。

深圳一家名为“龙爱量子”的企业，号称旗下有量子农业、
量子工业、量子医学、量子养生等“九大运营板块”，只要消费
8 . 5 万元可以增值 13 . 5 倍，大约赚 115 万元还能免费养老。
警方将其定性为“保健产品传销”，已在全国多地进行查处。

揭秘：“量子+生活”，全都是骗子！

中科院院士、中科院量子信息重点实验室主任郭光灿介
绍，所谓的量子水、量子药、量子肥料等都是忽悠大众的名词，
将本应纯洁的学术领域炒作得乌烟瘴气。可以说，所有这些宣
传都是假的，根本跟量子一点关系都没有。

一件产品量子不量子，看什么？郭光灿院士给出了说法：
“判断一个商品是不是量子的，就是要看它有没有用到量子的
相干性、叠加性，如果没有用上，它就不是量子。”

专家指出，量子技术暂时还没有与日用品扯上关系，目前
所谓“量子+生活”的产品，几乎都是骗人的东西。

中科院院士、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常务副校长潘建伟举例
说，他有亲戚挂了一个“量子挂坠”在胸前，认为它每天能辐射
出一些东西，可以防癌；还有人说用“量子波”打到油桃上面，
这个油桃长出来就会对身体特别好。“联想到当年有人炒作所
谓的‘纳米水’，让人哭笑不得。”

“量子概念很受关注，当各种机构在排着队等投资份额
时，如果有个资管计划或理财产品请您投资一个前途远大的
量子公司，门槛也不高，几十万元就可以，请千万小心。投资需
谨慎，别把骗子当量子。”一位量子领域知名科学家在微信朋
友圈里说。

存真：别让“蹭概念”伤了新科技产业

一方面民众对概念的崇尚产生崇拜感，而另一方面科普
做得不够，一些商家就“蹭概念”，欺骗民众。

目前量子科技的研究，主要还集中在量子通信、量子计算
和量子精密测量等领域。专家指出，量子技术的前景应用非常
好，但真正应用到百姓生活可能还要数年。千万不要因为这些
不科学的炒作，扰乱了市场，使这个领域失去民心。

依托中科大等高校的量子科研成果转化，我国已成立了
科大国盾量子技术公司等一批量子信息企业。量子通信目前
已经可以解决信息传输的安全问题，在保障信息完整性、认
证和签名等方面的应用前景广阔，目前正处在市场化的初级
阶段。

专家认为，对于这种“蹭概念”的行为，市场监管部门应加
强监管，通过整治虚假广告等手段予以规制。同时，还需要加
强科普，让概念无法被不良商家所利用。消费者也要擦亮眼
睛，涉及科学概念，应从正规平台获取信息。

“量子商品”蹭概念多是骗

据新华社上海 3 月 15 日电(记者周蕊)体验一把消费升
级，却遭遇新“套路”。升级的“套路”究竟是老问题还是新情
况？哪些“武器”可以反制“新套路”？记者进行了调查。

“说走就走”走不了，上千名消费者被坑

看上心仪的旅行产品，在网上下单付款后就能“说走就
走”，这样的便利体验是在线旅行网站近年来备受欢迎的
重要原因。但对上千名消费者来说，说走却走不了的旅行
很窝火。

上海消费者葛女士在由悦行信息科技(上海)有限公司运
营的“布拉旅行”APP 上购买了一款新加坡的旅游产品，2017
年 11 月开始预约，3 次都未成功，要求退费，商家却一直推诿
不回复，至今没有收到退款。

和葛女士相比，沈明吃亏更大。她在“布拉旅行”APP 上
还购买了一张年费高达 3999 元的“黑金卡”，按照承诺，持卡
消费者可以享受“保障出行”“快速退款”等六项会员服务。然
而，她预订了一款越南行程并支付费用 12276 元，订单显示成
功，提前 30 天预约出行计划时，却被客服告知预约失败，退款
也无法实现。

“我买这张‘黑金卡’就是为了能预约顺利点，最高等级的
会员卡都预约不到时间，我怀疑是骗子公司。”沈明说。

沈明的怀疑得到了证实。2018 年 3 月 5 日，浦东新区人
民检察院依法以涉嫌合同诈骗罪对犯罪嫌疑人徐某、种某某
批准逮捕。浦东新区检察院称，经查，“布拉旅行”在明知公司
无实际履行能力的情况下，仍以低于成本价的价格进行超卖。
至 2017 年底案发，“布拉旅行”骗取客户预付款 1 . 8 亿余元，
各类供应商款项 3632 万余元。

消费升级，“套路”也跟着升级？

下面这些场景，也许你有些熟悉：
爱在网络上下单酒店和机票的消费者，下单时如果不特

别留心检查，就会被默认勾选的贵宾室服务、机场接送、VIP
退改签、急速出票等附加服务“套路”。

随着居民消费升级，“套路”也在一同升级，一些新兴的
“互联网+”、个性化定制消费领域成了投诉的重灾区。“套路”
升级背后，究竟是老问题还是新情况？

“布拉旅行”式的预付销售形式，看起来像是线下的生活
服务类预付卡消费与在线旅行网站消费模式结合的“新变
种”；爱“打闷包”的在线旅行网站，做法很像是从线下票务代
理升级而来的“战术”。

一名基层市场监管部门负责人说，这些“新变种”问题的
出现，一方面是其依托的“老问题”未能有很好的解决方案，另
一方面“互联网+”等新兴消费领域，消费纠纷具有跨部门、跨
地区、取证难度大、专业性高的特征，导致这些消费侵权处理
成本高，监管滞后。“‘羊毛出在狗身上’的互联网式思维驱动的
新型业态的侵权模式，已经从显性侵权变成了隐性侵权。”

上海市消保委秘书长陶爱莲说，个性化定制已经是消费
升级的一个重要趋势，形成了很多新的交叉市场，像全屋定制
家具这些需求旺盛的新兴消费领域，缺少标准让监管部门失
去了可以依赖的“武器”；而消费者因为缺少专业知识，即使不
满意，也难以说出究竟哪里不对，更难进入举证阶段。

“反套路”：这些“武器”好好用

专家和业内人士指出，在消费升级的大潮下，如何让“套
路”被“拍在沙滩上”，需要的是往前主动迈一步的主动性和跨
部门联动的创新监管模式。

处理消费纠纷、公开信、约谈、通过媒体曝光，这些是各
级消协组织的“常规武器”，而消费公益诉讼、参与团体标准
制定等“非常规武器”的应用也在增加。

比如，针对新兴的定制家具领域，上海市消保委作为参
与方，主动介入到该行业团体标准的制定中，将以前各类团
体标准制定中企业占主导地位的局面变为企业和消费者都有
话语权。

“反套路”请用好这些“武器”

升级的“套路”究竟是老问题还是新情

况？哪些“武器”可以反制“新套路”

处理消费纠纷、公开信、约谈、通过媒体

曝光，这些是各级消协组织的“常规武器”，

而消费公益诉讼、参与团体标准制定等“非

常规武器”的应用也在增加

新华社发 朱慧卿作

新华社发 徐骏作 新华社发 朱慧卿作

随着法治环境的完善，越来越多消费者的维权习惯正在从个体行为转向通过社会组织、法律机构来维护自
己的权益。

国家工商总局日前发布的最新统计显示， 2017 年，全国工商和市场监管部门通过各种渠道共受理消费者诉
求 898 . 61 万件，同比增长 11 . 2% ，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 35 . 67 亿元，同比增长 95 . 6% 。

维权手段的丰富和力度的加大让中国消费环境持续向好。国家工商总局发布的《 2017 年全国工商和市场监
管部门处理消费者投诉举报咨询情况分析报告》显示，去年第四季度，全国消费维权指数达 91 . 97 ，较上期值上涨
0.94 个点，较上一年同期上涨 0.17 个点。

“国际消费者权益日”来临之际，我们帮您理理消费领域中的一些损招，帮您及时避开这些陷阱。

据新华社郑州 3 月 15 日电(记者陈聪、冯大鹏)国家食品
药品监督管理总局日前通报食品、保健食品欺诈和虚假宣传
整治工作情况。截至 2017 年年底，全国共查处违法案件 1 . 2
万余件，涉案金额 3 . 6 亿元。

记者调查发现，虽然政府持续重拳整治，但依然有不法分
子利用老年人渴望治病、保健的心理，以保健品冒充药品进行
欺诈，不少老年人频频“入坑”。

进价 90 元卖 900 元，保健品成心脑血管

“神药”

2017 年 6 月，河南省南阳市中级法院对一起保健食品冒
充药品非法诈骗案作出终审裁定，判处主犯潘某等人 5 至 7
年有期徒刑。

据调查，从 2016 年开始，犯罪嫌疑人潘某、郑某等 20 人用
保健食品冒充药品，骗取老年人钱财，涉及河南省洛阳市、南阳
市、禹州市、中牟县、南召县等地，涉案金额达 150 余万元。

记者调查发现，涉案产品“康星”牌紫银蓝软胶囊由山东
省威海康宝生物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生产，2011 年经国家食品
药品监督管理局注册批准，批准文号为“国食健字
G20110056”，主要用于辅助降血脂，标签的注意事项中明确
标注“本产品不能代替药物”。

2016 年 6 月开始，犯罪嫌疑人潘某召集张某等 19 人，在
河南销售涉案产品。据南召县公安局刑侦大队长彭勃介绍，该
团伙组织严密，分组分工合作。业务员冒充卫校实习生或其他
虚假身份到指定地点进行宣传，组织老年人免费体检，填写
“全国心脑康复工程普查体检表”“健康 XX 行普查卡”等。然
后免费车接车送老年人到另一地点参加该团伙组织的“看病”

活动，由“检测师”对其进行体检并打印出检测结果。再由郑某
等冒充医学专家、教授等身份，故意夸大病情，将该产品说成
是药品，夸大其治疗效果。

“一些老年人对‘治疗心、脑血管疾病’的药效信以为真，以
900 元一盒的高价购买产品，而该产品的批发价仅为 80 元至
90 元一盒。”彭勃说。

农民变身“医学专家”，虚构国家健康工

程专坑老年人

彭勃说，这起案件作案套路很老套，案件涉及“四重假”：
药品假——— 记者在南召县公安局看到封存的“药品”，外

包装上明确标注着“保健食品”。
数据假——— 在警方缴获的一台“全科智能检测仪”上，记

者看到“美国健康管理量子医学研究院荣誉出品”字样，显示
能检测心血管、大脑、肝胆、骨骼、胰腺等多部位症状。办案民
警介绍，该仪器对同一个人不同次的检测数据都不一样。记者
在某电商平台发现，同款仪器售价仅七八百元。

身份假——— 案卷显示，郑某“早年毕业于中国人民解放军
第四军医大学，现任西安西京医院高干病房心内科主任”，张
某“早年毕业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擅长中西医结合治疗”，
实际上，郑某、张某为农民，几乎没有任何医学常识。

工程假——— 涉案团伙假借的“全国心脑康复工程”也属子
虚乌有，该工程 10 余年前已被认定为“诈骗幌子”。

严打违法行为，加大宣传以防“入坑”

保健食品不是药品。河南省营养保健协会会长刘洪生说：
“保健食品是指具有特定保健功能或者以补充维生素、矿物质
为目的的食品，即适合特定人群食用，具有调节机体的功能，
不以治疗疾病为目的。”

专家提醒，切忌听信会议讲座、街头小报的虚假宣传，用
保健食品代替药品，以致延误治疗时间，加重病情。专家建议，
有关部门应加大宣传，避免消费者尤其是老年人频“入坑”。

据食药监总局有关司局负责人介绍，2017 年 7 月，国务
院食品安全办、食药监总局等 9 部门部署，在全国开展为期一
年的食品、保健食品欺诈和虚假宣传整治行动，重点打击未经
许可生产经营、违法营销宣传、欺诈销售等违法行为。

坑老人的损招为何总得逞

虽然政府持续重拳整治，但依然有不

法分子利用老年人渴望治病、保健的心理，

以保健品冒充药品进行欺诈，不少老年人

频频“入坑”

专家建议，有关部门应加大宣传，避免

消费者尤其是老年人频“入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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