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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对/宜 爽

□ 本报记者 文丽娟

  “连花清瘟、藿香正气、板蓝根、体温

计、抗原试剂盒都没有了。”12月10日上午，

北京市朝阳区一药店门口，店员对着长长

的队伍高声吆喝，“买这些医药用品的人，

别排队了。”

  话音刚落，人群里一阵唏嘘。有人掉头

离去，有人准备再等等碰碰运气。

  近日，《法治日报》记者走访北京市多家

药店看到，药店门口多排着长队伍——— 几乎

所有人都为四类药物（退热药、止咳药、抗生

素和抗病毒药品）或抗原试剂盒而来。队伍

进展缓慢，且很多购药者等来的都是“没有

了”“缺货”“明天再来”等答复。

  有人说，自己根据网络攻略或亲朋推荐

的清单寻找目标药品，已经辗转多家药店，

均无功而返；有人说，不想空手回去，只要药

店有相似的四类药品，便买上几盒。

  记者采访发现，随着各地防疫政策逐步

细化优化，公众购买退烧药、抗原试剂盒等

医药用品的需求激增，多地出现相关商品断

货的现象，一些商家借机大幅提价。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连续发文规范医药

用品等涉疫物资价格和竞争行为，告诫相关

经营者不得在标价之外加价出售商品，不得

哄抬价格，不得串通涨价等，着重提及对哄

抬连花清瘟药品价格进行核查处理。

  多位受访专家指出，相关经营者利用疫

情囤积居奇、哄抬物价，涉嫌违反价格法、反

垄断法、电子商务法以及《明码标价和禁止

价格欺诈规定》等法律法规，亟须加强对涉

疫医药用品的市场监管，建立“政府规范引

导、行业诚实自律、公众参与监管”的监管体

制机制，保障医药用品的质量、价格、供应以

及流通。

囤药数量远超供给

线上线下普遍缺货

  听到上述药店店员喊没货了，正在排队

的北京市民贾先生有点慌。看到前面几个排

队的散了，他赶紧跑上前去，请店员推荐几

款有相似功效的药品。六七分钟后，店员拿

着两大袋药品放在贾先生面前，告诉他哪一

种是止咳化痰的、哪一种是缓解腹泻的、哪

一种是提高免疫的。一结账，643元。

  “有点无病乱投医的感觉。”贾先生拎着

两大袋药自嘲道，“但家里有老人小孩，马虎

不得，各种药都买点，有备无患。”

  贾先生离开后，孙女士走上前咨询有无

“布洛芬”，只听店员回复：“布洛芬早就没

了，最近都没货了。所有退烧药都没货了。”

颇为失望的孙女士告诉记者，为了买布洛

芬，她已经奔走10多家药店了。

  据该药店店员介绍，因为网络上有新冠

阳性患者称，患病后浑身酸痛，布洛芬的镇

痛效果好，于是不少人开始抢购布洛芬，导

致这款药物紧缺，近期补货也不容易。

  记者连续多日走访数家实体药店发

现，连花清瘟、布洛芬、对乙酰氨基酚缓释

片和抗原试剂盒等均已售罄，到货日期不

定。被公众认为有“平替”效果的蒲地蓝消炎

口服液、蓝岑口服液等，在部分药店也已断

货。此外，一些以前并未受到关注但这次被

划入“新冠病毒感染者居家治疗常用药参考

表”的药品，如氯雷他定、六神丸等，也出现

了走货加快甚至在部分药店断货的现象。

  许多药店因忙不过来，停止线上接单，

优先满足到店需求；有些药店根据公众需

求，将具有相似功效的四类药品打包销售，

摆放在店门口，由公众扫码自行购买。

  一些医院也面临缺货。北京市某三甲医

院一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近几天来配药的

市民特别多，目前医院已经没有相关药品；

北京市朝阳区某医院的连花清瘟颗粒12月9

日下午在发热门诊出现断货，直到晚上才恢

复供应。

  除北京以外，记者电话联系湖南长沙、

广东广州、四川成都、陕西延安、河南郑州等

地多家药店和多位市民，均被告知，连花清

瘟、布洛芬和抗原试剂盒在线下实体店很难

买到。

  线上购药情况同样不容乐观。截至记者

发稿时，电商平台已难寻连花清瘟、抗原试

剂盒等现货，部分仍能下单的或非内地版本

药物，显示需要等待4至7天才能发货。京东

自营药房目前对连花清瘟实行限量供应，每

天上午10点和晚上8点各上架一次，上架即

被抢购一空，每人每个月限购3盒。多款购物

App“止痛镇痛用药榜”排名靠前的分别为不

同品牌的布洛芬、对乙酰氨基酚缓释片、蒲

地蓝消炎片，均显示“无货”。

  一位电商从业者称，消费者出于各种心

理囤药，购买数量远远超过日常市场供给，

此类缺货状况可能需要一两周才能缓解，但

目前物流没有全部恢复，能否及时补货至各

地区是一个问题。

医药用品价格猛涨

不同平台差距较大

  供不应求导致了涨价。

  北京市民周先生在网上给孩子寻找一

款解热镇痛类药物，他发现有网店对100ml*

1瓶的对乙酰氨基酚口服混悬液售价209.4

元，而以前只需30元左右。此外，商家还悄悄

提高了快递费，以前一般只需五六元，如今

涨至20元。

  “网红”药品连花清瘟的涨价情况备受

关注。11月下旬，连花清瘟在经历缺货风波

后，部分药店就进行了不同程度提价，有药

店将以往约30元/盒的0.35g*48粒的连花清瘟

胶囊售价至46元/盒，提价幅度超50%。如今，

部分药店的提价幅度更大，不同平台、不同

药房之间的价格差距也比较大。

  以一盒0.35g*24粒的连花清瘟胶囊为

例，某外卖App上不同药房的售价不同，最低

12.25元，最高58元，但均显示“休息中”；某购

物App上不同药房的单价则在14.8元至59.9元

不等。

  北京市民杨先生告诉记者，12月7日，他

在朝阳区和海淀区6家实体药店购买连花清

瘟，其中5家已经售罄，唯一有货的药店已经

涨价至150元一盒。

  一些社交平台上也出现了类似乱象。记

者注意到，有人在社群内出售连花清瘟胶

囊，0.35g*24粒150元。

  还有一些地方的药店将连花清瘟与其

他药物捆绑销售，取名为“防疫套包”，价格

从399元至888元不等。

  除药品外，抗原试剂盒近期也出现大幅

涨价。12月初以来，在各类电商卖家、团购小

程序上，抗原试剂盒从以前常见的每份3元、

4元涨至6元、7元。还有人在社交平台上卖出

了每份9元、10元的价格。

  记者就涨价缘由采访多家药店店员和

网购平台客服人员，对方大多称“涨价是无

奈之举”，因为一些紧俏药品很难调到货，好

不容易进到的药品也是高价货，进货时就已

经涨价了，药店也没办法。

  北京市朝阳区某药店一名工作人员说，

由于进货渠道不同，有的小药店被各级经销

商层层加码，只能拿到高价药品，加上人力

成本和运输成本，导致药价大幅上涨。

哄抬价格捆绑销售

涉嫌违反法律法规

  “部分市民出于对疫情蔓延的恐慌心理

以及防范意识，‘囤药’以求心安或备不时之

需，引发购药热潮，造成市面上药店、医院连

花清瘟、布洛芬、藿香正气等药物缺货，且激

增的需求导致部分渠道销售的连花清瘟等

药品价格水涨船高。”北京中医药大学岐黄

法商研究中心主任邓勇说。

  他提出，部分药店存在借疫情防控政策

优化调整之机通过价格、销售等违法手段赚

取高额利润等不良动机，涉嫌违反价格法中

“经营者不得捏造、散布涨价信息，哄抬价

格，推动商品价格过高上涨”的规定。

  根据价格法规定，经营者违反明码标价

规定的，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

5000元以下罚款；有价格欺诈行为的，最高

可处50万元罚款；对捏造、散布涨价信息，哄

抬价格，囤积居奇，推动商品价格过快、过高

上涨的，最高可处300万元罚款；对相互串

通，操纵市场价格造成商品价格较大幅度上

涨的，最高可处500万元罚款。

  对于部分药店存在的捆绑销售、搭售其

他商品等行为，邓勇认为，其涉嫌违反反垄

断法和电子商务法，具备市场支配地位的经

营者如果进行不合理的搭售，便属于滥用市

场支配地位的违法行为。经营者在搭售商品

时，要用显著方式向消费者提示注意，否则

即使不具备市场支配地位，也属于违法

行为。

  “要加强舆论引导，避免公众恐慌性采

购。市场监管部门要加大对囤积居奇、哄抬

价格，捏造散布涨价信息、搭售等违法行为

的查处力度，不给不良商贩可乘之机。”长期

关注医药领域的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律

师杜秀军说。

线上线下一体监管

提高产能满足需求

  12月9日，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关于

涉疫物资价格和竞争秩序提醒告诫书》，提

出“九不得”，其中六条与价格相关，包括不

得在标价之外加价出售商品，不得收取任何

未予标明的费用，不得哄抬价格等。

  对于哄抬价格，文件进一步解释称：不

得在成本未明显增加时，大幅度提高价格，

或者成本虽有增加但价格上涨幅度明显高于

成本增长幅度。不得强制搭售商品，变相大幅

度提高价格。不得无正当理由，超出正常的存

储数量或者存储周期，大量囤积市场供应紧

张、价格发生异常波动的涉疫物资等。

  12月10日，北京市场监管局通报一起高

价销售抗原试剂盒案，拟给予当事人警告和

罚款20万元的行政处罚。

  记者就此采访相关网购平台，对方回应

称“会持续监测目前用户需求量大的医药用

品价格情况，对囤积居奇、哄抬物价的商家

发现一起处理一起，欢迎大家共同监督”，并

呼吁“市民理性购买”，无需焦虑，预计很快

就会回归正常。

  针对目前存在的囤积居奇、哄抬物价乱

象，邓勇建议，监管部门加大线上线下的巡

查力度，实行线上线下一体监管，从严从重

从快打击违法行为。

  “各部门应划清权责范围，提高协调能

力和运作能力，制订长效行刑衔接联防联控

机制。利用信息技术，整合政务资源和药品

医疗器械监管所需的社会资源，打破或降低

部门间信息壁垒，实现各级市场监管及药监

部门与公安、药监、卫生健康、工信等部门联

合联动，发挥各自优势，从而提高涉疫物资

监管的针对性和有效性，依法严查重处药店

或平台违法经营行为。”邓勇说。

  他还提出应建立现代化的监管体制，建

立药品、医疗器械的全生命周期信息追溯体

系，利用网上药店交易监测机制，并协调国

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医疗器械网络交易监测

中心等机构，促进监管体制的信息化、网络

化，对药品和医疗器械的流通和价格进行监

测，达到“早发现、早打击、早曝光”的效果。

  杜秀军从企业层面提出建议。他认为，

药品和医疗器械批发企业应充分发挥生产企

业与市场的桥梁作用，帮助生产企业制订和落

实生产计划，提高供给产能，以满足市场需求；

药店应转变经营理念，以提高药学服务水平来

扩大影响力，从而提升药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

效益。此外，还需加大对物流企业的支持力度，

力保网购药物及时送达消费者手中。

  从消费者的角度，邓勇提醒公众谨慎规

范用药，注意药物叠加使用的禁忌等，“除了

连花清瘟胶囊，公众还可以选择其他中药方

剂，服用具有疏风、清热、解毒、解表、化湿等

功效类的中医药均有一定疗效。但像老年

人、有基础疾病以及免疫力低下的患者，如

果高热无法缓解，有明显呼吸急促、喘憋等

情况，应及时前往医院就诊”。

漫画/李晓军  

□ 本报记者   韩丹东 张守坤

□ 本报实习生 关楚瑜

  看到直播间的标题上赫然写

着“顶配版保时捷联名款智能手

表”，近期准备换表的北京朝阳居

民张祥（化名）立马点了进去，一

看价格，他就知道对方售卖的是

个“ 杂 牌 ”：价 格 最 低 的 只 要

29.8元。

  张祥搜索发现，当天晚上至

少有5家直播间在售卖这款手表，

均宣称其为高端联名款，价格为

29.8元至1000元不等，有不少人在

直播间下单。而后他查询公开信

息发现，保时捷并没有和该品牌

手表联名过。“这不是妥妥地傍名

牌坑骗消费者吗？”

  《法治日报》记者近日调查发

现，随着直播带货的火热，“傍名

牌”“仿名牌”商品在各大电商、短

视频平台的直播间中大行其道，

商品涉及酒水、家居用品、手表、

护肤品、化妆品等众多品类。

  直播间“傍名牌”“仿名牌”行

为是否涉嫌违法，又该如何治理？

傍名牌吸引流量

仔细辨别知真假

  家住天津河东的李红（化名）

近日在某直播间看到有商家在

“撤柜清仓，基本一折”，直播间封

面使用的是“宜家家居”的LOGO。

李红进入直播间想淘些好货，却

发现该商家售卖的电子秤、中国

结、福字装饰等商品，她在宜家实

体店都没有见过，便询问主播“商

品是否为正品”。

  和李红一样对此产生怀疑的

还有不少观众：“怎么证明你们是

宜家的”“冒牌货”……各种质疑

弹幕滚动着。“你们爱买不买，没

必要问来问去。”主播回怼道。

  在某平台一卖手机的直播间

里，记者看到，一位主播在展示一

部折叠大屏的手机，并卖力介绍：

“华为折叠高端机原来是为商务

人士高端人士设计的，价格很贵，

最低配置也要1万元，今天在直播间把价格打

下来，让这款手机变成平民手机，高配也不到

1万元。”

  可记者注意到，主播手里拿着展示的并

非华为手机，而是其他牌子的手机。

  除了家居、手表、手机，记者发现，通过

“傍名牌”走捷径来引流的现象在护肤品、化

妆品行业也十分普遍。

  近日，记者在某购物平台直播间看见，一

美妆店铺主播在销售一款包装与知名护肤品

牌LA MER海蓝之谜相似的护肤品。在海蓝

之谜的官方旗舰店上，一套包含眼精华、面

霜、水乳的护肤套装至少在5000元以上，但该

主播销售的这款仿海蓝之谜的护肤五件套只

需153.9元。主播介绍该款护肤品时，多次蹭海

蓝之谜的热度，试图将该产品与海蓝之谜扯

上联系。

  记者在直播间评论区提出质疑，“价格差

距这么大，真的是正品吗？”主播并未回复，介

绍完后马上下链接，然后再重新上链接，之前

的直播讲解记录也找不到了。记者注意到，在

该商品的详情页里，没有化妆品备案编号/注

册编号等相关信息，唯一能看到的信息就是

产地为“中国大陆”。

  这样的傍名牌行为是否合法？

  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副教授、

中国法学会商法学研究会副秘书长朱晓娟

介绍，直播带货“傍名牌”违反了多项法律

法规。

  “傍名牌就是将不知名的品牌或产品，通

过模仿知名品牌的外观或形状等形式，让消

费者误以为其是知名品牌或与知名品牌存在

某种关联，从而达到吸引消费者购买、提高销

量的目的。这种行为明显构成对消费者的误

导与欺骗，侵犯被仿品牌合法权益，并且仿品

质量难以保障，违反广告法、消费者权益保护

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网络直播营销管理办

法（试行）》等相关规定。”朱晓娟说。

  北京瀛和律师事务所律师肖云成告诉记

者，如果主播销售的带货商品中直接使用了

与知名品牌注册商标相同或近似的商标，还

可能构成我国现行商标法第五十七条所规定

的商标侵权行为。

  朱晓娟认为，出现上述问题的核心原因

是商家的逐利性，利用直播带货新型形式，隐

性嫁接相关违法的操作，进而实现获利要求。

  记者在直播间看到，还有一些主播会将

直播间封面设成某知名品牌，或者宣传页、宣

传语和某品牌有关，但点进去发现卖的东西

却不是这个牌子。

  对此，朱晓娟说，这种宣传一般不构成欺

骗或欺诈，可能构成误导消费者。

  “消费者自身也需要有辨别意识，在点进

去发现卖的产品与宣传的不一致时，就应该

理性消费，拒绝购买。如果消费者没有尽到必

要的注意义务，在直播间购物发现问题后往

往不能以受到欺骗为由退回商品，尤其是能

够明显看出不一致的情况。如果商家进行了

无理由退换货的承诺，则除非属于法律除外

适用的情况，随时可以退回。”朱晓娟说。

仿名牌涉嫌侵权

发现应及时举报

  仿名牌产品一直屡禁不绝。有网友吐槽，

其在某电商平台上花800元买的UGG雪地靴

发货地址却是河南桑坡而非旗

舰店。

  据了解，河南省焦作市孟州桑

坡村是我国最大的雪地靴产地，这

里有UGG全球最大的代加工厂，

80%的UGG产品是从这里产出的。

  记者在某直播购物平台看到，

有许多带货主播打出“U家专柜同

款雪地靴”“明星同款雪地靴”的旗

号，来售卖桑坡产雪地靴。这些雪地

靴和UGG颜色款式相同，商标和

UGG相关，有的为“ARIESUGG”，

有的则直接打上和正品一模一样

的LOGO，并且价格很低，UGG一双

动辄上千元的雪地靴，在直播间一

两百元就能拿下。

  除了桑坡雪地靴，更为人熟知

的还有“莆田鞋”。在专卖莆田鞋的

直播间，记者看到，各种知名运动

品牌的鞋子摆在货架上，和“正主”

看上去没有任何区别。

  随着冬季到来，记者在直播购

物平台发现，还有多家名牌马丁

靴、羽绒服、保暖内衣等被“高仿”

后售卖。虽然其中有不少是代工厂

生产的，但能否这样“明目张胆”的

将仿制名牌进行售卖？

  朱晓娟说，按照可查的惯例，

正规代工厂生产的品牌产品流入

市场通常是因为满足订单需求后

多出来的备用产品或者是解决生

产线空缺而生产的产品，然后再进

行非正规的运输与销售。代工厂是

否具有销售产品的资格取决于其

经营范围，但无论如何都无权将产

品挂上“正牌”销售，这构成对“正

牌”产品委托方的侵权，除非与品

牌方有代销合同等约定。从法理上

讲，不管是高仿还是低仿，仿冒品

牌肯定构成侵权行为，需要承担相

应的侵权责任。

  肖云成认为，对于商家仿冒知

名服饰品牌款式的行为，需要根据

所仿冒服饰的具体情况来判断其

是否构成侵权行为。

  “如果所仿冒服饰的设计美感

部分具有独创性且不具有功能性，

其可能构成作品并受我国现行著

作权法保护。如果所仿冒服饰的整体具有新

颖性等条件且已经获得外观设计专利证书，

其可以通过外观设计权保护。因此，并不是所

有的仿冒品牌都必然是侵权行为，其他商家

可以对知名品牌进行合理的借鉴使用。高仿

或低仿也并不是判断仿冒商品是否构成侵权

的分界线，最终需要判断该仿冒行为是否侵

犯了所仿冒品牌的著作权或外观设计专利

权。”肖云成说。

假名牌层出不穷

平台须担起责任

  如何才能让傍名牌、仿名牌不再出现，让

消费者在直播间放心买到真品牌？多位受访

专家认为，直播平台需要担负一定的监管

责任。

  “在现有直播带货场景下，直播平台主要

分为网络信息服务提供者、广告发布者和电

子商务平台三种类型。对于不同类型平台，其

承担的责任有所区别。”肖云成说，如果直播

带货平台为商家或网络直播者提供付费导流

等服务，对网络直播营销活动进行宣传、推

广，构成商业广告的，应按照广告法规定履行

广告发布者或广告经营者的责任和义务。如

果直播平台仅仅只是对网络直播带货活动提

供直播间，或者只是客观地呈现，则可以认定

为其属于互联网广告经营者，而如果其对直

播间进行引流的，则应认定直播平台在此类

情况下属于宣传“直播间”的广告发布者。如

果直播带货平台为交易各方提供了交易撮

合、信息发布的服务，并形成供交易各方独立

开展交易活动的平台，则其可能为电子商务

平台，应当承担核验登记与信息报送、提示义

务和电子商务交易安全保障义务。

  在朱晓娟看来，平台应当发挥“守门

人”作用，制定并公开网络直播营销管理规

则、平台公约；通过签订协议等方式履行对

直播营销内容、商品和服务的真实性、合法

性审核义务。还要制作直播营销商品和服

务负面目录，列明法律法规规定的禁止生

产销售、禁止网络交易、禁止商业推销宣传

以及不适宜以直播形式营销的商品和服务

类别。同时不得为直播间运营者、直播营销

人员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提供帮

助、便利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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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诉记者，直播

平台在消费者维权过程中，还应提供必要的

资料与技术支持，以帮助消费者通过私力救

济手段维护其合法权益、惩罚与威慑经营者

不法行为。此外，市场监管部门应强化平台经

营者与平台内经营者履行义务的监督，根据

投诉举报信息，对问题较多消费领域或平台

展开持续、动态监控。

  消费者也应提高警惕性。“消费者在直播

间购买商品时，要事先了解清楚商家，仔细辨

别商品名称、包装等，不要一味贪图便宜忽略

质量，最好到品牌直营店铺或直播间选购。”

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

长陈音江说。

  华东政法大学教授焦艳鹏提醒，消费者

应树立正确的消费理念，若售卖价比市场正

常价明显偏低时应意识到可能是假货。若上

当受骗，应保留交易凭证以及交易方的信

息，并向市场监督管理机构报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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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烧镇痛类药品一盒难求 一些药店大幅提价捆绑销售

依法严惩囤积居奇
哄抬药价违法行为

  ● 记者走访北京市多家

药店看到，药店门口多排着长

队伍，队伍进展缓慢，且很多

购药者等来的都是“没有了”

“缺货”等答复。电商平台已难

寻连花清瘟、抗原试剂盒等现

货。有线上自营药房限量供应

连花清瘟，上架即被抢购一空

  ● 有北京市民连跑6家

实体药店购买连花清瘟，其中

5家已经售罄，唯一有货的药

店已经涨价至150元一盒。一

些地方的药店将连花清瘟与

其他药物捆绑销售，取名为

“防疫套包”，价格从399元至

888元不等

  ● 要加强舆论引导，避

免公众恐慌性采购。监管部门

加大线上线下的巡查力度，实

行线上线下一体监管，建立药

品、医疗器械的全生命周期信

息追溯体系，达到“早发现、早

打击、早曝光”，从严从重从快

打击违法行为

一线调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