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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见习记者 张守坤

□ 本报记者   王 阳

  近年来，盲盒经济在国内大热。从玩具盲

盒、零食盲盒，再到文具盲盒、景区盲盒，各类盲

盒产品层出不穷，深受广大消费者尤其是年轻

消费者的喜爱。

  但新模式往往潜藏着新风险。盲盒消费的

随机概率机制容易引发消费者的赌徒心理和非理

性消费，可能给年轻消费者的消费心理带来消极

影响。一些盲盒产品，被中消协指出存在过度营

销、虚假宣传、产品质量难以保障、消费纠纷难解

决等问题。近期接连发生的两起活体宠物盲盒事

件，更是对社会道德底线和法律的挑战。

  如何加强监管，妥善规制这种新的消费模

式，成了亟待解决的问题。

多类商品推出盲盒

线上线下异常火爆

  5月14日下午，天津市第一百零二中学附近

一家文具店门前围满了刚放学的学生，他们聚

集在此是因为店里新进了一批货，这批货不是

教辅资料，而是文具盲盒。文具店老板向《法治日

报》记者介绍，店里的文具盲盒有不同款式，一般

卖5元或者8元，每个盲盒里都有一支较为知名品

牌的笔，如果多买就有机会集齐一套，目前比较受

学生欢迎的是名侦探柯南系列和奥特曼系列。

  《法治日报》记者发现，架子上刚摆好的文具

盲盒已经空了大半。老板说：“现在学生间都流行

文具盲盒，只要一放学，学生都朝我店里跑，想着

赶紧凑齐一个系列，买得多的一次能买10个左右，

还有家长来店里买给自己或者亲戚家孩子的。”

  不仅是文具盲盒，各行各业也都开始刮起

了一股盲盒风，图书盲盒、考古盲盒以及食品领

域的零食盲盒、生鲜盲盒也纷纷跟上，将盲盒经

济推向高潮。据《法治日报》记者观察，在地铁

站、景区的自动售货机、商场中的多家门店甚至

是在路边的地摊上都有各类盲盒产品存在。

  《法治日报》记者调查发现，不仅线下盲盒卖

的火热，线上盲盒种类更是多的让人眼花缭乱。在

一家外卖App上以“盲盒”作为关键词进行搜索，除

了常见的盲盒外，还有商家推出了盲盒便当，价格

一般比其他店内套餐便宜不少。在各电商平台、短

视频直播平台上以“盲盒”作为关键词进行搜索，

盲盒店铺、盲盒开箱、盲盒带货比比皆是。

  艾媒咨询发布的《2020年中国盲盒行业发展

现状及市场调研分析报告》显示，盲盒市场需求

旺盛，2020年12月上半个月，1688平台盲盒及衍

生品的成交额是11月同期的2.7倍，加工定制的

买家数量同比增长300%；天猫海外盲盒消费增

速同比增长400%。

  小小的盲盒为何能有这么大的魅力？

  华东政法大学教授任超认为，人们盲盒成

瘾，可能与多种原因有关。“人具有对未知的好

奇，盲盒的不确定性会给人带来兴奋和惊喜感，

从而刺激大脑分泌多巴胺，加强重复决策，形成

上瘾机制。很多商家推出的盲盒都号称限量款，

而且常规渠道无法购买，造就稀缺性，刺激消费

者的购买欲，达到类似于‘饥饿营销’的效果。此

外，盲盒还具有一定的社交属性，盲盒的特性能

够刺激用户在社交网络分享拆盲盒的战果，还

有人通过网络等渠道与他人交换盲盒。”

多种盲盒产品翻车

挑战法律道德底线

  只花不到100元，就可以拥有一场说走就走

的旅行，你心动吗？

  “98元盲盒随机飞，不想去全

额退。”2021年4月3日，由同程旅

行发起的“机票目的地盲盒”活

动，在清明小长假3天吸引了

2000万人参与，“机票盲盒”网络

相关话题量破亿。五一假期前

夕，携程旅行、去哪儿网、飞猪等

平台纷纷下场，有些平台推出双

人、升舱隐藏产品，额外推出酒店

盲盒等多项活动，机票盲盒登上微

博热搜，成为近几个月来最热的盲

盒产品。

  然而未等热度退去，机票盲盒就因

多种问题频发，口碑下滑。有购买酒店盲盒

的消费者表示，自己购买的盲盒价格高于兑换

产品的价格。还有不少微博用户表示，自己购买

的盲盒航班被取消后，平台明确表示不予以退

款，且非自愿改签仅限原定日期前后三天。截至

2021年5月19日，黑猫平台上有关机票盲盒的投

诉达194条，问题多集中在无法正常退款和无法

正常兑换两方面。

  《法治日报》记者调查发现，在各种盲盒的

购买和销售人群中，中小学生竟成了主力军

之一。

  2021年初，浙江省台州市某初二学生家长向

当地消保委反映，其孩子最近一两个月在学校

北门的文具店分3次购买盲盒，共计2200元。因孩

子未满18周岁，家长认为商店存在诱导未成年

人消费行为，要求全额退款。最终双方达成一致

协议，根据拆封情况，由被诉方退还800元。

  在江苏省法学会经济法研究学会理事、江

苏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杜乐其看来，盲盒虽然一

定程度上满足了人们的好奇心理，但对学生而

言，目前的文具盲盒、玩具盲盒等都会刺激他们

的猎奇和攀比心理导致过度消费，从而不利于

培养理性正确的消费观念，对未成年人的负面

影响极大。

  5月7日，在河南省南阳市某步行街一处饮

料盲盒自助购物机上，《法治日报》记者购买了

多瓶饮料，但发现每瓶价格均低于每次2.9元的

“盲选”价格。周边商家和游客表示，自己购买和

别人购买的饮料，在商店卖就是一两元左右，还

没有人能够“盲”到3元以上的饮料。

  有专家表示，此举可能涉嫌将盲盒作为清

库存的手段，显然是违法的。这种暗箱操作不符

合经营者与消费者之间的合同约定，损害消费

者的知情权和公平交易权。

  除了上述问题外，近日曝出的活体盲盒宠

物事件，更是将盲盒经济推到了风口浪尖。

  5月3日，在中通快递成都市荷花池网点揽

收的177件宠物快件中，发现有活体猫狗160余

只，由成都发往全国各地，其中有30只猫狗身上

携有病毒，有一些已经奄奄一息甚至死亡。事件

发生后，中通快递公开道歉，称这批活体动物是

电商客户线上销售，中通快递成都荷花池网点

违规揽收，并公布了三项整改措施。但在8天后，

5月11日，在苏州中通快递中转站又发现宠物盲

盒，江苏省苏州市邮政管理局经初步调查，在现

场共发现寄递活体动物的快件13件，动物均已

死亡。

  5月18日，《法治日报》记者在网购平台上发

现，虽然直接搜索“宠物盲盒”很难找到相关商家，

但经过价格排序后发现，依然有大量以超低价格

售卖猫、狗、乌龟、仓鼠等宠物盲盒的店家存在。

  一位店主告诉《法治日报》记者，目前还是

可以发中通快递，幼猫幼狗最低只要十几元就

可以包邮到家，只是还需要外加140元的消毒杀

菌、驱虫打疫苗等费用。记者在咨询相关物流公

司后得知，如果办理正规的宠物托运，不管是哪

种交通运输方式，加上办理相关证明的费用，最

少也要200元以上，商家这样的价格基本上不可

能走正规流程进行宠物托运。而根据该店铺评

论区买家晒单的图片，《法治日报》记者发现运

送猫狗的就是平时常见的快递纸盒子。

  《中华人民共和国邮政法实施细则》第三十

三条规定，禁止寄递或者在邮件内夹带的物品

就包括“各种活的动物”。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运输

动物的单位和个人，必须做好动物的免疫、消

毒、检测等工作，向所在地动物卫生监督机构申

报检疫，附有检疫证明。从事动物运输的单位、

个人以及车辆，应当向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农

业农村主管部门备案，妥善保存行程路线和托

运人提供的动物名称、检疫证明编号、数量等

信息。

  因此，用快递发送宠物活体盲盒，不仅可能

造成动物在运输过程中死亡，还可能违反我国

多项法律法规。

  任超说，在宠物活体盲盒中，不仅快递公

司，商家和购买者也都存在一定风险。售卖商家

作为货主，如果未附有动物检疫证明，则违反了

动物防疫法有关规定；作为寄件人，如果在邮

件、快件中夹带禁止寄递或者限制寄递的物品，

则涉及违反邮政法、《禁止寄递物品管理规定》

和《快递暂行条例》中多项规定，可能会受到治安

管理处罚。

  “而对消费者而言，低价的宠物活体盲盒意

味着宠物往往未经过检验检疫，亦未打过疫苗，

不仅可能给自身或者家人带来健康风险，后续

往往在宠物身上还需要花费大量金钱和时间。”

任超说。

加强市场监管治理

理性对待盲盒经济

  1月26日，中消协针对盲盒市场发布消费提

示称，有经营者用盲盒清库存，损害消费者合法

权益，扰乱市场，提醒广大消费者勿盲目购买。

此外，中消协还专门指出当前盲盒市场存在四

大乱象：商家过度营销，消费者易中套“上瘾”；

商家涉嫌虚假宣传，到手货品与宣传不符；产品

质量难以保障，假劣、“三无”产品时有出现；消

费纠纷难以解决，售后服务亟待改善等。

  杜乐其则认为，盲盒乱象丛生的原因之一

是消费者盲目跟风，冲动消费，当前暴露的问题

其实给消费者敲响了警钟，提醒广大消费者购

买盲盒须理性谨慎，比如检查盲盒商品范围、概

率、质量信息等是否明确。

  4月28日，中消协发布《2021年第一季度全国

消协组织受理投诉情况分析》，再次点名盲盒概

率营销问题，要求经营者不得滥用其掌握的消

费大数据，暗中修改中奖几率。建议政府及有关

部门高度关注此类问题，加快完善相关立法，加

大市场监管力度，切实规范概率营销。

  任超建议，针对盲盒经济存在的乱象，可以

考虑建立一套市场准入体系，从反方向出发，列

举规定不可作为盲盒的商品种类，比如活体动

物等，并用类似盲盒商品不能违反公序良俗等

原则性的规定进行兜底。

  而盲盒的中奖率、集齐全套的概率可以由

商家自行对盲盒概率进行规定，但商家必须严

格履行对消费者的告知义务，且概率不能过低。

  任超说：“盲盒作为商品，其经营者要保证

产品来源可靠、链条完整，杜绝‘三无’产品和仿

冒品，经营者还应积极履行退货、更换、修理等

经营者义务，不得以‘附赠品’‘抽奖品’等作为

借口免除应当承担的质量保证和售后服务义

务。对于不履行质量担保责任的经营者，相关部

门应该依法严格进行处罚。此外，尽管盲盒销售

中关于产品的款式等存在一定的保密性，但关

系产品质量和服务的信息，如产地、成分、生产

日期、保质期、使用存储条件等均应当充分告

知，保证真实全面，不得作出虚假、夸大或者引

人误解的宣传；对于盲盒消费纠纷和售后服务

问题，相关部门应该密切关注，严查是否存在虚

假宣传、虚假广告等行为。”

  在杜乐其看来，当下的盲盒市场十分庞大，

包含餐饮、美妆、文具、图书等，这种销售形式看

似万物皆可“盲盒”，但事实上并非适用于所有

商品，比如最近备受争议的活体宠物盲盒。而正

处于早期发展时期的盲盒市场要想长久发展，

必须要在法治轨道上稳步运行，盲盒经营者应

自觉依法诚信经营，监管部门采取包容审慎的

监管策略，把握好执法尺度，让行业自治与政府

监管双管齐下，净化盲盒经济乱象，促进该行业

健康发展。

制图/李晓军  

□ 本报记者 赵婕 文/图

  近期，最高人民法院开展“回望红色司法路 寻根溯

源再出发”采访活动，通过回望红色司法来时路，探访革

命时期红色司法历史旧址、珍贵文物、经典人物与案例，

见证红色司法基因在当今的传承，寻根溯源再出发。

  七里坪革命法庭——— 中国红色法治的起点。瞻仰法

庭旧址，可以从源点观照现实，体现传承的价值。

  因此，5月19日，《法治日报》记者再次来到七里坪革

命法庭旧址，追寻红色法治的足迹。

新中国人民法院雏形

  在湖北省黄冈市红安县七里坪镇长胜街南端尽头左

转，有一座青砖灰瓦的砖木结构建筑，这里就是七里坪革

命法庭旧址。

  走进革命法庭的审判庭，《法治日报》记者看到，正面

墙上挂着一面红色的带有犁头图案的旗帜。同行的红安

县人民法院审管办主任程瑞英介绍说，这是1927年4月法

庭建立时的法徽，代表着人民当家作主。

  旗帜下有一张长方桌，中间设席为审判长，两边则是陪

审员席位。审判庭右侧也有一张长方桌，从左到右依次设席

为公诉员、控诉人、书记员，在审判庭正中间，设有被诉人席。

  据湖北省黄冈市红安党史研究专家周少怀介绍，大

革命前由地主土豪劣绅担任的会首、区首等行政长官，将

政权、族权系于一身，包揽了生杀予夺大权，横征暴敛，鱼

肉百姓。北伐战争的节节胜利，极大触动了贪官污吏、土

豪劣绅、封建地主的利益，他们勾结反动军阀、地痞流氓

杀害共产党员和农运积极分子。

  “必须用法律形式保护农民运动的正常发展。”1927年

3月，为惩治贪官污吏和土豪劣绅，中国共产党重要创建者

和早期领导者、新中国法制建设的重要开拓者董必武提出

这一观点，同时以湖北省国民党工作委员会主任、国民党

中央候补委员的身份，召开湖北省党部紧急会议，决定成

立审判土豪劣绅委员会，并主持制定《湖北省惩治土豪绅

暂行条例》和《湖北省审判土豪劣绅委员会暂行条例》。

  同年4月，七里坪农民协会按照董必武的指示，成立

了以审判土豪劣绅为主要职能的七里坪革命法庭。

  “这个法庭是在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时成立的。早期

的革命法庭名义上由国民党党部管理，但法庭的工作人员

全部是共产党员。”红安县人民法院机关党委副书记秦基

楚告诉《法治日报》记者，董必武指示七里坪革命法庭工作

人员必须全部由共产党员组成，使得审判权牢牢掌握在中

国共产党的手里。法庭名义上属湖北省黄安县（今红安县）

国民党党部下设的审判土豪劣绅委员会领导，但实际上是

中国共产党真正领导的第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革命法庭。

  秦基楚说，七里坪革命法庭从1929年到1932年10月，

是共产党独立领导时期，这一时期的法庭是新中国成立

后人民法庭的雏形，应用的苏维埃法律法令有200多个。

  在革命法庭陈列馆展出的众多照片中，有一张格外

受人关注，这是一份由时任黄安中心县苏维埃主席、七里

坪革命法庭庭长闵丹桂于1932年7月签发的处决反革命

罪犯的“黄安县苏维埃政府革命法庭布告”。

  “这张布告里有罪名，也有处决结果，可以说是今天

人民法院判决书的雏形。”湖北省董必武法学思想研究会

副会长戴剑华告诉《法治日报》记者。

为贫苦农民伸张正义

  七里坪革命法庭成立后，运用法律手段服务土地革命运动，为贫苦农民伸张

正义，积极开展审判工作。

  革命法庭建立伊始，黄安县审判土豪劣绅委员会根据广大农民的要求，依照

《湖北省惩治土豪劣绅暂行条例》的规定，拘捕了土豪劣绅李介仁、李世显、阮纯

青、张英廷。之后，又拘捕了袁鹤山、石黑子。这6名土豪劣绅，在大革命前依仗封

建军阀势力，勾结兵匪欺压人民、残害无辜。革命兴起后，他们又勾结土匪反抗革

命破坏工农运动，谋害共产党员。

  “上述6人被法庭当庭宣判，还召开了公审大会，来参加的群众有6万多人。”

程瑞英说。

  从1927年4月至6月底，革命法庭共审判惩处反动派、土豪劣绅、地痞流氓40余

人，赢得人民群众的拥护，筑牢了共产党的群众基础。

  住在黄安县城附近一个姓耿的土豪劣绅，为逼迫一个阮姓和尚承认天台山

庙产是耿家的，用铁钟罩住阮和尚，并用烟熏的办法折磨他。天台山附近的一些

山民看不过去，听说刚成立的七里坪革命法庭办案公正，敢于帮穷人主持正义，

就带着和尚一起下山到七里坪革命法庭告状，法庭依照《湖北省惩治土豪劣绅暂

行条例》之规定公正裁决，阮和尚胜诉了。

  七里坪革命法庭这一判决，捍卫了七里坪革命法庭的审判权威，在方圆数十

里被传为佳话。

牢记司法为民宗旨

  “七里坪革命法庭是中国红色法治的起点，也可以称为中国红色司法的‘产

床’。”秦基楚说，当时，革命法庭以人民当家作主的时代特色区别于其他法庭。敢

于为人民群众依法公正办案，这是七里坪革命法庭传承至今的一种精神。

  “司法为民、司法公正就是我们一直以来传承的红安精神。”七里坪人民法庭

庭长程红斌说，革命法庭的红色基因传承至今，让我们时刻牢记司法为民这一宗

旨。如今的七里坪法庭在审判工作中，始终不忘依法公正，始终不忘维护人民群

众合法权益。

  “瞻仰法庭旧址可以从源点观照现实，体现传承的价值。”湖北省黄冈市中级

人民法院院长肖笛说，由“立案难”到“有案必立”“一站办理”，由“审判难”到“多

元化解”“均衡结案”，由“执行难”到“全域联动”“综合治理”……这些都是对传承

红色基因最好的诠释，法院用“办案最公、用时最少、司法获得感最强”的实际成

效答好“以人民为中心”的答卷。

  《法治日报》记者离开七里坪革命法庭旧址的时候，天空正下着雨，雨滴敲打

石板路发出“滴答滴答”的声音，这声音仿佛在讲述过去的故事，更像是告诫人

们：时刻莫忘传承红色法治基因，时刻莫忘发扬红色法治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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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过火的盲盒经济降温
从零食手办到机票宠物 盲盒风愈刮愈烈问题频出 专家建议

  ● 不仅是文具盲盒，各

行各业都开始刮起了一股盲

盒风，图书盲盒、考古盲盒以

及食品领域的零食盲盒、生

鲜盲盒也纷纷跟上，将盲盒

经济推向高潮

  ● 一些盲盒产品，被中

消协指出存在过度营销、虚

假宣传、产品质量难以保障、

消费纠纷难解决等问题

  ● 针对盲盒经济存在

的乱象，可以考虑建立一套

市场准入体系，从反方向出

发，列举规定不可作为盲盒

的商品种类，比如活体动物

等，并用类似盲盒商品不能

违反公序良俗等原则性的规

定进行兜底

  ▲ 5月24日，辽宁锦州出入境边防检查站组建普法

宣传小分队，深入港口企业、港区一线开展“美好生活

《民法典》相伴”主题宣传活动。

本报记者 韩宇 本报通讯员 于帅 摄  

  ▲ 新疆和静县公安局在各便民警务站设立“暖心驿站”——— 小

学生临时托管服务，由备勤的民辅警利用空闲时间为学生开展临时

作业辅导及法治宣传教育。       本报记者 潘从武 摄

   浙江省丽水市公安局在全市近百家娱乐场所推

广应用“身份证+微信二维码+掌上智慧临检”管理模式，

推动治安管理效能显著提升。

本报记者 王春 本报通讯员 王豪 摄  

  图为七里坪革命法庭陈列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