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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网络消费成为人们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很多商家极力打造“网红爆款”，以此吸引消费者。以前，“网红爆款”往往与质量和销

量挂钩，消费者满意、商家日进斗金。而如今，很多商家在宣传营销上大做文章，人为制造“网红爆款”，“网红爆款”充斥人们的衣食住

行，“踩雷”现象层出不穷，严重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

  在3•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来临之际，法治经纬版结合当前消费热点，深入调查衣食住行消费领域一些“网红爆款”存在的问题，以

倡导法治和文明的消费文化，助力消费者权益保护。

人为打造的“网红爆款”有多少真材实料

□ 本报记者  赵 丽

□ 本报实习生 陈力嘉

  入门基础款单件，价格一两百元；质量精致、形式较好的定制款，

价格上千元甚至过万元……近年来，汉服、洛丽塔服装、JK制服逐渐

由小众圈子走向大众视野。由于价格昂贵，又有忠实爱好者沉迷其

中，愿意为之持续花费，因此这三类服饰被网友称为“三坑”。

  公开数据显示，2020年“三坑”总体市场规模在200多亿元，2025年

市场规模有望达到1266亿元。巨大的商机，让许多商家迅速瞄准这一

领域，采用线上宣传与线下推广等多种营销手段吸引消费者。

  然而，《法治日报》记者近日调查发现，这些营销手段背后暗藏着

不少真正的“坑”，让很多消费者花了大价钱，也没买到质量过关或让

自己心仪的商品。

  在线上宣传方面，“种草机”发挥了重要作用。所谓“种草机”，是

指商家在推广时启用容貌姣好的模特，通过极具氛围感的拍摄方式

获取消费者对商品的关注，进而购买商品。

  据洛丽塔服装爱好者婷婷介绍，在其所在的圈子中，大家倾向于

找一些大的店家以保证裙子的质量及来源“纯正”。这些商家积累了

数量可观的粉丝，每次出新款预定前的一个月，便开始在网上找人测

评、找“种草机”拍摄照片，然后在线上为新品疯狂刷屏。

  “在这波宣传过程中，有些山寨品牌滥竽充数，在网上模仿知

名店铺、盗取网上的测评和‘种草机’拍摄的图片，并假称是自己的

产品，再在各社交平台散布虚假信息，吸引‘小白’掉入陷阱。”婷

婷说。

  宣传到位后，商家便会在一些社交平台发起各种转发抽奖活动，

吸引消费者参与和关注。这个过程中，“坑”再次出现。由于“三坑”服

装的爱好者喜欢建群讨论，因此不少刚起步或假冒伪劣的商家便会

混迹其中，发布广告和联系方式，以期获取更多客源。

  线下宣传同样“险象环生”。据了解，“三坑”爱好者热衷于参加各

种同好会、茶会等，比如汉服有“华服会”、洛丽塔服装有漫展、大茶会

等。多位业内人士指出，在漫展中，有很多商家开设铺面，请一些知名

“种草机”当铺面的“一日店长”，以此引流。有一些商家“埋伏”在内，

进行虚假宣传。

  记者注意到，在一些社交平台上，有不少“说给洛丽塔”“说给

汉服”“说给JK”等话题，一批被骗的受害者在此讲述各自的遭遇。

  即使逃过了虚假宣传的“坑”，付款之后，各种“坑”依然如影随

形，其中让很多资深爱好者特别痛苦的一个“坑”便是：成衣交付工期

时间过长的问题。

  “我定制过一条裙子，1500元成交，结果过了一年半，我才拿到货。

其间无论我还想不想要这件衣服，都无法退货退定金。”“三坑”爱好

者梓温告诉记者，这个圈子中有一条“潜规则”，即打着“定制”旗号的

衣服在定金拍定、衣服交付后一概不可退换。

  如果这些衣服尺寸不合适，是否有退货的可能？汉服爱好者小

爱脱口而出：“不可能。否则店家就会在圈子里‘挂你’（说坏话、骂

人），甚至发动粉丝对你进行人身攻击。并且，找电商平台申诉的可

能性也不大，毕竟交付时间是一年半甚至两年，早已经过了售后的时

间了。”

  还有“三坑”爱好者投诉称，一些不靠谱的店家拿了定金后便“人

间蒸发”，单方面拉黑删除消费者的联系方式，且由于交付时间过长，

消费者往往难以维权。

  据小爱回忆，她曾参与过“某圆子”店铺的盲盒福袋活动，135元外

套衬衫裙子随便装。店家提前晒出漂亮的衣服图片，她看中后下单，

结果到手的衣服不仅颜色有问题，还散发着一股胶水味。

  “那些看着很漂亮的衣服照片，其实是在灯光和滤镜双重效果下

的呈现。发现后也没办法，因为这种特价产品是不退换的，如果我投

诉，圈子里可能有人会说，‘明明是你贪图便宜还好意思说是店家问

题’。”小爱说。

  据多位受访的“三坑”爱好者介绍，在“三坑”圈子里，店家往往掌

握着绝对的话语权。货不对版、虚抬价格也是“三坑”服装普遍存在的

问题。

  小爱告诉记者，一年前，JK制服圈某知名店家宣称“自己拿到了

和日厂的独家授权”，然后借此做大规模，不仅把价格带了起来，还不

许别的店家卖同类商品，联合粉丝攻击别的店家说对方抄袭，但随后

该店铺被曝出裙子条纹有问题，涉嫌抄袭，而且与其合作的实际上是

国内的一家公司。

  还有一些店家擅长饥饿营销、“打好头炮开门红”的策略。JK制服

爱好者妞妞观察发现，一些刚起步的店铺会在第一批衣服设计上花

不少精力，吸引消费群体，等粉丝基数稳定后便不再用心制作服装，

而是注重宣传营销。还有一些店家宣称衣服就要绝版了，哄抬市价，

经过二团三团后，价格一轮比一轮高，而实际上库存充足。

  “消费者要和卖家商定好发货时间，不要轻信卖家的承诺或者图

一时方便私下交易。如果没有收到货，就不能确认收货，可以和卖家

沟通延长收货时间，以保障自身的权益。”对于“三坑”中暗藏的各类

“坑”，妞妞这样建议。

“三坑”服装走红，真假难辨不能退换

□ 本报记者  赵 丽

□ 本报实习生 陈力嘉

  “你这个是今天现做现烤的吗？”

  北京一家新中式烘焙门店里，前来购物的阿姨询问店员。透过店

员身后的玻璃橱窗，可以看到忙碌的店员和亮着灯的烤箱。得到肯定

的回答后，阿姨选购了几样点心，心满意足地扫码付钱离开。

  近年来，以“手作点心、当日现烤”为宣传噱头的“国潮点心”红极

一时——— 福字、门神、红蓝色调的霓虹灯、港风混搭国风，加上排队点

单的队伍，一家新中式“国潮点心”网红店就此炼成并发展壮大。这些

网红店的单品配置大致可以分为经典类中点和创新产品，前者包括

鲜花饼、蛋黄酥等；后者有加了麻薯糍的肉松蛋糕、加了巧克力流心

的蛋挞、加了杨枝甘露的泡芙等。

  但这些网红店里的点心真的是“手作”吗？

  有业内人士告诉《法治日报》记者，“手作”点心听起来是一个很

美好的商业故事，但手工和连锁化、规模化本来就是矛盾的。事实上，

在酥皮类等工业化比较成熟的品类上，烘焙门店运用冷冻烘焙半成

品已经是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现烤”是真的，“手作”就未必了。

  “国潮点心”的代表之一——— 墨茉点心局，其创始人也曾表示，未

来计划把一半的产品都放在工厂完成制作。这也就意味着，“国潮点

心”的立身之本或将被“冷冻烘焙”所取代。

  记者注意到，在目前的健康饮食浪潮之下，一些店家给产品打上

“健康美食”“零卡零负担”的旗号，价格也比普通的点心饮料贵一些。

但有业内人士指出，其实际用料与一般产品并无区别。

  北京市民邱先生曾和朋友合资开过一家“国潮点心”店。据他介

绍，点心的用料其实很普通，没花多少钱，也没有那么多黑科技，“那

么多店家宣传‘低卡’，怎么可能呢？”

  “对于很多店家来说，宣传所花的钱比用在食材上的钱多得多，

甚至在目前点心店同质化现象严重、竞争愈发激烈的情况下，一些店

家打起价格战，通过偷工减料减少成本的现象并不鲜见。”邱先生说。

  美食类探店博主七七对于“国潮点心”的大肆营销有着更深刻的

体会。“‘国潮点心’现在就是‘卷’，一些问题随之而来，比如同质化，

但是总有那么长的队伍在店门口排着。”七七说。

  不少消费者吐槽，一些被冠以“某某点心局”“某某茶姬”的国潮

美食，在产品制作上采用“中点西做”的方式，采用“焕新传统”的理

念，以“传统元素+年轻时尚”的包装和宣传方式与美食相融，区别于

以往单纯包装售卖的途径，但产品实际上没有本质区别，而且价格还

较高。

  “6个小点心装一盒，卖30多元，味道也没有宣传的那么好，尝过一

次以后再也不想吃了。”北京市民小薇说，一些店排队特别长，尤其是

一些新开的网红店，需要一大早找代购排队代买，“真的是花了精力

金钱买了个寂寞”。

  同质化、质量一般、排队过长似乎是大多数消费者在前往这些网

红美食店打卡时遇到的共同难题。

  有业内人士向记者透露，除了找“托儿”代排队营造店铺火爆

的场面，这中间还会有黄牛代购混迹其中，将商品迅速炒热提升价

格。武汉某网红国潮奶茶店就曾被曝出“排队8小时，一杯卖500元”

的新闻。

  来自江苏的博主钱钱曾对“国潮点心”做过调研。她在一家“国潮

点心”连锁店发现，接连几天，排队的人都是熟面孔，这些人多半是学

生或一些工作不忙的年轻人，店家每天给他们一两百元，让他们在店

门口排队购买，“哪个队伍人少了，就去哪个队伍排，还要故意交流说

点心很好吃”。

  “国潮美食虽大力宣传推广、抓住风口快速发展，但‘网红难活’，

很多一时火热的店铺难逃‘昙花一现’的境遇。面对目前出现的种种

隐忧，如何把握产品质量，正确宣传推广需要商家重视。”钱钱说。

□ 本报记者   赵 丽

□ 本报见习记者 张守坤

  “神仙设计”“独特格调”“ins风”“圣托里尼风”……贴着这些标签

的网红民宿近年来备受游客热捧。然而，当网红滤镜消失后，这些民宿

又会是什么样子呢？

  去年五月，家住北京的孙女士想邀三五好友在民宿给自己庆生。货

比三家后，她最后定了一家位于北京朝阳门附近的民宿，原因是“看了

商家的宣传图，房间窗明几净，特别网红风，夜景也好，适合拍照，而且

装饰、家具都比较新”。订房之前，她还特意和房主沟通，确认了“有两个

房间”“卫生条件好”“可以自己做饭”等问题。

  正式入住时，孙女士发现自己被骗了：原先略带豪华的家具没了，

取而代之的是像从旧货市场淘来的沙发柜子；照片上看着有20平方米

的大客厅没了，孙女士和其他两个朋友站在屋里便显得局促；所谓的双

卧双床，其实就是把客厅电视墙的后面隔成榻榻米形式，不仅小而且无

法保障隐私；厨房只有电饭煲和微波炉，只能点外卖吃。

  想住网红民宿结果被照片骗了，这样的情况其实很常见。

  有博主实地测评了3家标榜自己是“厦门圣托里尼”的网红民宿，结

果发现这些民宿均地处偏僻，周边环境基本是宅基地和工地或是农家

乐，并非网上所描绘的“海岛”“湖景”，而所谓吸引网友竞相打卡的圣托

里尼元素泳池、土耳其棉花堡，只能靠网友自行“脑补”。

  有业内人士告诉《法治日报》记者，许多网红民宿周围都是普通的

乡村或城市景色，但店家会模仿高档场所的物品，再拍摄好看的照片，

生搬硬套一些网红标签来吸引顾客，“去掉网红滤镜后就如同买家秀和

卖家秀，对比强烈”。

  记者调查发现，除了住宿环境和网上图片不符外，网红民宿虚假宣

传还包括地址造假、优惠力度造假等。

  去年十月，家住安徽的杨女士带孩子去重庆旅游，为了孩子出行方

便，她专门从某平台上找了一家显示距离某景点只有三四十米的民宿，

价格每晚500元左右。等到入住当天，民宿老板发来定位，她发现住所距

离景点竟有500多米，而且也不是平台上标注的地址。

  “如果是这个距离，300元左右的民宿就有许多选择，环境也比这家

好。经过和平台多次沟通，我才发现是老板上传了虚假地址，平台审核

过程中也有问题。”杨女士愤愤不平地说，她最后取消了这笔订单。

  记者了解到，民宿距离商圈、景点等越近，被搜索到的可能性就越

大。一些商家利用游客想住得近又对当地不熟悉的心理，将平台上的地

址定位在虚假位置。还有一些商家提供免费的接送服务，导致一些消费

者即使被坑也不容易发现其中的猫腻。

  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发布的信息显示，2021年3月4日，北京

快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运营的小猪民宿微信小程序发布了“玩转江南

主题特惠8.5折起”活动的广告宣传内容，活动规则内明确“本活动部分

房源参与8.5折优惠活动”。当用户浏览不同房源信息，点击“优惠”页面

全部显示“促销活动江南行特惠每晚8.5折”，但实际每个房源都对应不

同的折扣，并非所有房源都享受8.5折优惠。据了解，小猪民宿去年因两

次违反广告法受到相关部门处罚。

  发现网红民宿虚假宣传后，能不能给予差评以提醒别的消费者？记

者调查发现，给了差评仅自己可见的现象并不少见。

  据山东青岛市民于女士介绍，她之前在某平台预订了每晚单价

2000多元的民宿，但入住后发现洗手间无热水、房门锁损坏、设施陈旧

等诸多问题，给差评后平台不予公开显示。

  民宿，本是人们逃离城市喧嚣或是在“钢铁森林”中寻一处静谧的去

处，但越来越多的虚假宣传问题使得网红民宿成了“避坑”的关键词之一。

  “民宿有情怀，更要讲规矩，才能行稳致远。希望民宿店家能够去掉虚

假宣传带来的网红滤镜，让人放心入住。”多位受访者不约而同地说。

□ 本报记者  赵 丽

□ 本报实习生 姜晓蕊

  随着共享单车在全国铺开，一些产业链也随

之火了，“共享单车儿童座椅”就是其中之一。这种

座椅并不贵，60元至200元就能买一个，网上有的

店铺一个月就能够卖出1000多个。然而，这样的共

享单车儿童座椅真的安全吗？

  《法治日报》记者近日在某电商平台以“共享

单车儿童座椅”“自行车儿童座椅”为关键词搜索

发现，这种儿童座椅大致有两种：一种是木质，占

大多数；另一种是合金制。商家几乎都将“便捷”

“安全”“适用大部分共享单车”作为宣传重点。

  就安全性问题，记者咨询了10家售卖此类座

椅的店铺。有的店家称，这类座椅大多适合2岁至

12岁、体重100斤以下的孩子乘坐；有的店家称，只

要孩子身高在1.3米以内、体重不超过120斤便可使

用。且所有商家都表示“只要安装好就不会出现问

题”。有的商家直接建议，为了更安全，可以购买

“套餐”。所谓的套餐，就是除了座椅之外，再给座

椅配备脚踏、坐垫和安全绑带。除了套餐，还有升

级版，就是带有护栏、扶手和脚踏的座椅。

  当记者进一步询问品质如何保证时，大部分

店家避重就轻，介绍他们有运费险，配件一年内免

费更换。还有的店家介绍说，其于去年年底申请了

专利。但记者注意到，其专利为外观专利和实用新

型专利。实用新型专利的申请不需要进行实质审

查，并且只针对产品的形状、结构等进行保护。

  对于这种网红儿童座椅，使用过的家长评价

如何？记者注意到，在电商平台评论区，有的家长

吐槽“座椅卡得不牢、坐垫质量不好”，有的家长称

“感觉商品很危险”“卡槽处的透明胶条一直掉”。

  为测试此类座椅的安全性，记者在两家销量较

高的店铺各购买了一款座椅。收货后，记者在安全路

段，承载一名5岁、1.2米、45斤左右的男孩进行了实验。

  使用普通版座椅时，记者感觉到，单车操控难

度大幅上升，拐弯倾斜幅度大，容易摔倒。而使用被宣传为更加安全的有

扶手的座椅时，其扶手会影响单车的车把操作自由度，单车在大幅度拐

弯时会被儿童座椅的扶手挡住，这样在发生危险时大人可能难以控制方

向及时躲避。另外，如果让儿童坐在大人身前，其头部可能与车把处于同

一水平面，在急刹车时儿童会因为惯性，导致头部或脸部撞上车把。

  多位使用过此类儿童座椅的家长告诉记者，座椅的固定方式多

是使用卡槽和螺丝进行固定，在自行车行驶过程中有时孩子晃动导致

螺丝或卡槽松动，孩子在骑行过程中存在受伤的风险。无论是木板材

质的还是合金材质的，大多数共享单车儿童座椅两侧都没有遮挡，仅

凭大人的双腿在车辆骑行过程中挡住儿童，无法保证儿童的安全，并

且儿童舒适度也较低，在单车快速转弯时，孩子有从车上摔落的危险。

  针对共享单车上能否安装儿童座椅的问题，记者咨询了多家共

享单车公司，对方均表示不建议用户安装，存在安全隐患。

  “从安全角度来说，共享单车没有配备儿童座椅，不具有携带儿

童的功能，安全性无法保障。我国《关于鼓励和规范互联网租赁自行

车发展的指导意见》也明确表示，共享单车不得载人，不得在共享单

车上加装座椅。私自加装儿童座椅不仅违反了相关规定，而且极易发

生意外。家长不要为了图一时便利，将孩子置于危险中。”有业内专家

对记者如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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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度包装，国潮美食偷工减料不鲜见

滤镜消失，网红民宿只能靠“脑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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