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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调查发现，事实上，一些所
谓“网红”产品，是通过打擦边球的
夸大宣传甚至弄虚作假打造的。

套路一：线上刷“赞”，线下雇
人。曾专门做“网红”店推手生意的
吴先生告诉记者， 消费评价大都可
以造假， 而且这个造假生意形成了
相当规模。

据了解， 到各电商平台刷消费
体验评价的，分为“素人”和“达人”。
前者人微言轻，只能“壮壮场子”，大
概每人每条2-5元不等。 后者的评
价因“号召力大”，“一句顶一万句”，
收费也贵，具体标准为：消费评价、
体验等100字以上，配3张及以上图
片的，4级达人50元/条、5级达人60
元/条、6级达人80元 /条、7级达人
120元/条。

此外， 线下的排长队现象也可
能是假的。 成都某传媒类大学学生
小王已多次充当“排队人头”。

记者进入一个名为“兼职共享
大平台”的QQ群，群主称记者可自
行发帖招人排队， 制造销售火爆的
场景。 雇一个人一般 3小时内
100-150元。“现在是夏天，室外排
队挺辛苦， 你可以出价高一些。”群

主说。
套路二： 虚构荣誉， 自抬身

价。经记者求证，玛姿宝品牌所谓
“3·15打假保真荣誉标志”“打假保
真放心消费联盟单位”，其实这些标
志仅代表商户向一家名为“中国保
护消费者基金会” 的民间组织缴纳
了一定金额的质量纠纷赔付保证
金， 并不具有任何与产品质量相关
的证明作用。

此外， 针对该品牌自称商业模
式被“国家科技部、商务部与电子商
务部”认证通过并颁发证书的说法，
科技部与商务部都予以明确否认，
并且国家部委序列中也并无电子商
务部这一部门。

套路三：合成照片，虚假炫富。
记者发现，大量标榜“迅速暴富”网
文的主角， 常常缺名少姓， 无从查
考。另外，“喜提车房”系列照片也大
多是电脑合成的“赝品”。

记者在网上发现， 有商家专门
从事替微商修改合成照片的生意。
在一家月成交量过万的店铺， 记者
花50元轻松制得“喜提豪车”照片。
此外， 还有店家能制作效果逼真的
转账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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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客排长龙、满屏炫富照、荣誉证书数不清

人气“爆棚”？
“网红”产品玩的是套路

如果说二手交易平台这么多“坑”是因为卖家可以隐瞒产品的一些缺陷，
那么朋友圈里的“网红”产品套路则是卖家肆意夸大产品的价值。

顾客排长龙、满屏炫富照、荣誉证书数不清……近年来，很多年轻人的朋
友圈，时常转发一些时尚、流行的“网红”产品。“新华视点”记者调查发现，有些
“网红”产品的“爆棚”人气，实际上是通过夸大其词的宣传甚至造假炮制的。

多位专家表示，由于不是正规
厂家生产，缺乏正规的生产流程和
检验，不少“网红”产品质量堪忧。

北京营养师协会理事顾中一
说：“消费者对那些吹嘘能健身治
病的‘网红’绝不可轻信。”例如，
“网红”产品“尚赫辟谷餐”鼓吹“清
除宿便”“排毒”，其实，由于能量严
重摄入不足，“辟谷”很可能导致肌
肉分解、基础代谢下降，造成多器
官损伤，甚至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
险。而声称“几丁质”为生命第六要
素的宣传，更是无稽之谈。

中国互联网协会秘书长、北京
师范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吴沈括认
为，炮制“网红”产品的多种套路，
已明显涉嫌严重违反广告法、反不
正当竞争法、产品质量法、食品安
全法等多项法律的相关规定，应引
起市场监管部门的关注。 同时，相
关监管部门应加大对互联网平台
的监管与追责。

腾讯微信平台相关负责人接
受记者采访表示，对微商的管理高
度关注。日常管理中，对用户举报
较多、涉及销售假货、诈骗和商业
侵权的个人微信号，均进行封号等
处理。他们提醒广大用户，注意辨
别朋友圈信息的真实性，保护自身
权益不受侵害。

多位专家表示，除了加强立法
规范、 提升市场监督技术能力、加

强处罚力度之外，消费者要保
持对“网红”产品的理性

态度，特别是对一些
直接食用和接触身

体的化妆品、服
装等， 要多方核
实信息， 避免遭
受损失和伤害。

■据新华社

近年来，一些“网红”产品以众人
追捧、 竞相购买的热销形象引人关
注。在全国著名城市商业街，常有一
些餐饮或服饰店的门前顾客排成长
龙。在网络上，一些产品的消费评价
与跟帖动辄成千上万，内容都是交口
称赞。“网红”产品有哪些“气质”？

“功能神器”型。颇有名气的微商
品牌“尚赫”有一款名为“尚赫辟谷
餐”的产品，鼓吹轻松瘦身，并宣称可
以治愈牛皮癣等多种顽疾。网上还流
行一种所谓的“防晒丸”，声称“当天
吃当天见效， 防晒持续时间可达6个
小时”。

“荣誉等身” 型。 自称获各种国
内、国际大奖，有各种权威机构为其
质量“背书”， 畅销全国甚至风靡全
球。

记者在网上发现一款名为“玛姿
宝”的微商产品十分火爆。自称代理
商的刘女士向记者展示了其中一款
减肥产品“玛姿宝0卡能量圈”，称该
品具有“3·15打假保真荣誉标志”，是
“打假保真放心消费联盟单位”，获得
“中国孕婴童奖”“玛姿宝商业模式论
证证书”“移动互联网＋新零售示范
单位”等多个大奖或证书。

“浮夸炫富”型。通过发布“喜提
豪车与新房” 类的照片高调炫富，鼓
吹只需加盟或代理某“网红”产品即
可迅速暴富。

“尚赫” 旗下有多款减肥瘦身健
康产品，多篇网文大肆宣传一些无学
历、无工作经历的“小白”，因代理该
品牌而迅速买新房、豪车。

有的“网红”化妆品代理商在微
信朋友圈中发布“获得巨奖、豪车”的
照片。 有印着玛姿宝标志的海报
大肆宣传“高利润高回报：
10%代理成为千万富翁 、
50%代理成为百万大咖 、
80%代理拿到豪车奖励”。

“网红”产品有哪些“气质”
功能神器、权威“背书”、
浮夸炫富

隐忧
打造“网红”产品套路：
虚构荣誉、合成照片、网络刷“赞”、雇人排队

假“网红”多为三无产品，
相关网络监管应加大力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