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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余东明 张海燕

  孙先生户籍在安徽，作为上海某公司

法定代表人去国外投资，原先都需要回原

籍办理身份公证。前不久，他又需要办理相

关公证时，在上海“一网通办”提交公证申

请后，顺利办理了所有公证手续。

  据悉，由于受限于传统公证执业区域

划分，部分当事人无法在居住所在地办理

公证事项，这为人力资源流动带来诸多不

便。近年来，上海公证行业致力于打造跨区

域协作“样板间”，积极联手苏浙皖三省公

证行业构建长三角地区公证协作机制，护

航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上海作为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和先行

者，在推动长三角公证行业协同发展方面

要继续当好‘领头雁’。”上海市司法局副局

长董海峰表示，推动行业跨长三角区域协

作，要不断完善机制建设，坚持“一盘棋”的

融合发展思路，探索新样本固化新经验，更

好地发挥先行探路、引领示范、辐射带动作

用，为长三角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提供坚

实的法治保障。

当好领头雁

  走进新虹桥公证处，办证大厅电子屏

幕上滚动播放“24小时快速出证”事项，其

中特别标注：凡是长三角区域内居民的国

籍、户籍与住所、曾用名的公证事项，均可

实现“24小时快速出证”。

  据悉，这些服务事项的出台，得益于该

公证处牵头的长三角区域合作制公证机构

协作办证机制。早在2019年年末，沪苏浙皖

三省一市共11家合作制公证处联合建立协

作办证机制，如今借助长三角“一网通办”

的东风，跨区域协作办证更加高效。

  “随着长三角一体化深入推进，原有的

公证执业区域划分不能满足旺盛的跨区域

公证需求。如何在不违反法律规定的前提

下创新服务，构建一体化协作办案机制，加

强资源共享、协作交流，成为我们不断探索

努力的方向。”新虹桥公证处主任徐雪

梅说。

  近年来，上海各公证机构的跨区域协

作事项如雨后春笋般出现。比如，位于长三

角腹地的青浦公证处与江苏省苏州市吴江

公证处、浙江省嘉善县公证处签订《青吴善

合作框架协议》，就推进业务交流、信息化

建设、提高服务水准达成意向，最大限度统

筹三地资源；又如，位于长三角G60科创走

廊策源地的松江公证处，与9座城市的公证

处协作，建立公证异地协查机制，加快办理

效率。

  在全市层面，上海公证行业积极牵头

促进长三角地区公证监管与发展合作，探

索构建信息互通、利益共享的协作模式，提

高公证机构间协作积极性；此外，还逐步探

索建立相关办证规范，利用区块链等电子存证技术将公证办理过

程实时留痕，提高跨区域办证质量。

  “数字赋能是跨区域协作的基础，我们通过积极整合资源，提

升创新发展能力，引领打造长三角智慧公证系统，为公证机构间互

助协查构建数字之基，为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公证服务当好‘领头

雁’、建好‘样本间’。”上海市公证协会副会长凌云峰说。

打造助推器

  此前，在沪的许先生正在为办理其父亲的遗产继承公证犯愁，

因其父亲曾长期定居浙江省台州市，办证材料手续繁杂。如今借助

杨浦公证处“跨省通办”新模式，从发协查函到收到证明材料，仅30

分钟就办完了原本可能需要一个多月才能完成的事。

  “目前在上海的台州人有30多万，企业有3万多家，同时上海也

有不少企业落户台州，我们通过与台州市正立公证处签署合作协

议，实现政务服务专窗双向互通、公证协议互认，进一步释放便民

服务潜能、优化两地营商环境。”杨浦公证处主任洪恩说。

  长三角地区区际经济民生交往日益密切，公证法律服务区

域协同需求随之增长，对此，上海公证行业积极探索“一纵一横”

两种协作模式。纵向上，部分公证机构通过与长三角其他地区公

证机构签署共建合作协议，提升跨区域信息调查效率，对于重

大、疑难或跨区域的公证事项探索多地公证机构协作办案机制，

从而更好地服务长三角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及民生事业。横向上，

将公证法律服务融入区域法律服务集聚平台。其中新虹桥公证

处打造的长三角一体化法律服务创新平台、松江公证处构建的

G60科创走廊“法律+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产品生态圈便是典型

代表。

  “跨区域公证协作正是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在法治框架内探索

的协同联动新模式，将进一步满足企业与群众的公证服务需求，帮

助解决实际难题，为长三角地区经济社会更好更快发展打造助推

器。”上海市公证协会副会长沈南说。

培育生力军

  不久前，徐汇公证处迎来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公证处一行人。作

为“全国知识产权公证服务示范机构”，徐汇公证处在“智慧公证”

信息化建设方面的发展情况成为吴江公证处的学习重点。

  “长三角区域的公证处均具有各自的地缘及业务发展优势，我

们一方面欢迎其他公证处到上海学习先进的办证理念和模式，另

一方面也积极‘走出去’学习其他区域公证处的优势业务，由此既

可加强业务的互联互通，又可促进管理和服务创新理念跨区域交

流，为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司法开拓路径、积累经验。”徐汇公证处主

任潘浩说。

  互学互鉴、人才引育是上海公证行业大力推进的举措。部分公

证机构与其他省市公证机构互派公证员开展为期数月的交流学

习，共同推进公证人才培养、业务培训，搭建聚才育才用才平台，为

长三角一体化公证事业健康发展提供源头活水；还有公证机构针

对重大区际公证合作问题开展区域间的公证研讨会，协作解决跨

区域协作存在的难点堵点。

  与此同时，上海公证行业还搭建公证案例综合发布平台，将公

证典型案例或优秀案例通过平台予以发布，以强化公证普法力度，

提升公证法律服务的认知度，为优化长三角地区法治环境提供

支撑。

  “我们始终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这两个关键词，携手探索

跨区域公证协作新样本，进一步优化公证法律服务资源配置，进一

步增强新时代公证法律服务能力，进一步提升区域公证队伍共建、

执业环境和服务质量，共同为长三角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先

行区、示范区贡献公证力量。”上海市公证协会会长陈铭勋说。

□ 本报见习记者 丁  一

□ 本报记者     文丽娟

  “玩具店里怎么在卖儿童眼影？化妆品成了儿

童可以随意买到使用的‘玩具’？”这是北京市朝阳

区居民李青（化名）今年过年时的疑惑。

  记者近日调查发现，不少儿童在使用儿童化妆

品，但一些儿童化妆品却在玩具店里销售，甚至出

现在学校周边的小卖部中，其中一些声称给儿童使

用的化妆品并无儿童化妆品标志，且未写明、提醒

未成年人需在成人监护下使用。

  实际上，为了规范儿童化妆品生产经营活动，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组织发布了《儿童化妆品监督

管理规定》。《法治日报》记者进行了调查。

玩具店售卖儿童彩妆

没有儿童化妆品标志

  李青今年回老家过年时带了一些面膜、口红、

眼影、粉底液等化妆品自用，结果被11岁的妹妹看

到了，天天吵着“想要化妆”。经细问得知，上小学五

年级的妹妹班上有不少女生化过妆，至少拍过好看

的艺术照，有的还带了淡粉色的润唇膏到学校。

  “妹妹羡慕同学的‘精致’，一定要我教她化淡

妆的方法。”李青说。

  考虑到妹妹年龄太小、皮肤娇嫩，李青担心她

偷用自己的化妆品导致皮肤过敏，决定主动给妹妹

买儿童化妆品使用。然而，当李青在购物平台搜索

框里输入“儿童化妆品”“儿童眼影”“儿童口红”后

发现，不少儿童化妆品的售卖商家是玩具店。

  经过犹豫之后，李青还是下单给妹妹买了一些

看起来质量挺好的儿童化妆品，但收到货发现，部

分亮片眼影并没有儿童化妆品标志。

  山东济南市民宗婧（化名）也在购物平台的玩

具店里给上幼儿园的小女儿买了些儿童化妆品。

  宗婧告诉记者，女儿特别喜欢拿着眼影、口红

等彩妆朝脸上涂抹。

  小女孩说话还不利索，在被记者问及为什么喜

欢化妆时，她满脸笑容、怯生生地点头说：“喜欢，化

妆可以让我开心。”

  宗婧坦承，她并不了解所购买的儿童化妆品的

成分，只是看到店铺声称这是儿童可以使用的化妆

品，“但这些店铺并不专营儿童化妆品”。

  记者打开宗婧所给的儿童化妆品购物链接后

发现，这是一个玩具专营店，链接名称处标注“3岁

至6岁小女孩的玩具”。

  记者调查发现，在电商平台上，确实有不少销

量很高的儿童化妆品套装在玩具店售卖，如“××宝

贝高端玩具”，玩具类型为“过家家”，商品名称为

“儿童化妆品玩具套装××”。

  在某店家的买家秀中，不少网友秀出了孩子涂

抹口红、眼影等的照片，部分照片主角看起来是四

五岁的学龄前儿童，孩子稚嫩的脸庞因腮红而显得

过于红润，眼睛因粉色眼影看起来有些肿胀，小嘴

涂了大红色口红。

  该店铺所售化妆品并未提醒儿童在成人监护下

使用。在评论区中，有网友问“有小金盾（儿童化妆品

标志）吗”，个别买家回答说“没有”，更多买家的回答

是反问“小金盾是什么”，还有买家称使用后有一点副

作用，“涂了眼影或者腮红，孩子有一点痒痒”。

  根据2022年1月1日起实施的《儿童化妆品监督

管理规定》，儿童化妆品，是指适用于年龄在12岁以

下（含12岁）儿童，具有清洁、保湿、爽身、防晒等功

效的化妆品。标识“适用于全人群全家使用”等词语

或者利用商标、图案、谐音、字母、汉语拼音、数字、

符号、包装形式等暗示产品使用人群包含儿童的产

品，按照儿童化妆品管理。

  同时，我国鼓励化妆品经营者分区陈列儿童化

妆品，在销售区域公示儿童化妆品标志。对于电子

商务平台内儿童化妆品经营者以及通过自建网站、

其他网络服务经营儿童化妆品的电子商务经营者，

则应当全面、真实、准确披露与化妆品注册或者备

案资料一致的化妆品标签等信息，并在产品展示页

面显著位置持续公示儿童化妆品标志。

  儿童化妆品标志“小金盾”由国家药监局发布，

自2022年5月1日起，申请注册或者进行备案的儿童

化妆品，须标识儿童化妆品标志。

  也就是说，“小金盾”是儿童化妆品区别于成人

化妆品、消毒产品、玩具等其他易混淆产品的区别

性标志，非儿童化妆品不得标注这个标志。

  在北京外国语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外教育法研

究中心主任姚金菊看来，无论是在实体店销售还是

在电子商务平台上销售儿童化妆品，均需注明、公

示“小金盾”标志，销售未在包装展示面/页面注明、

公示“小金盾”的儿童化妆品，涉嫌违法。

成人化妆品卖给儿童

学校周边很容易买到

  记者在调查过程中发现，搜索“儿童彩妆”“儿

童化妆品”看到的结果显示，部分向儿童售卖且被

儿童使用的化妆品实际上是成人化妆品，系“伪”儿

童化妆品。

  比如，某平台一家店铺售卖一款“儿童节专用

化妆品套装”，包含隔离霜、粉底液、腮红、定妆散

粉、口红、30色眼影盘、眼线笔、睫毛膏等产品。该产

品号称“一套即可！多场景适用。经权威检测，可安

心购买。植物彩妆，妈妈更安心”。

  记者问卖家：“这是儿童化妆品吗？”客服回复

说：“隔离霜、粉底液、腮红、卸妆水、面霜、口红、

定妆散粉这几个主要产品有‘小金盾’标识，其他

的暂时还没有申请下来。产品安全温和，可以放心

选购。”

  因未提及眼影、眼线笔、睫毛膏等产品，记者向

客服确认这几款产品是否属于儿童化妆品，客服称

“暂时没有‘小金盾’标志”，但“小孩可以用，挺温

和、好用，顾客反馈都不错”。

  某连锁大牌线上护肤美妆店售卖一款“儿童舞

台妆表演化妆套盒，眼影腮红粉饼一体无毒彩妆”。

记者咨询客服：“这款属于儿童化妆品吗？”客服回

答：“不属于儿童化妆品，没有‘小金盾’标志。”记者

问少儿舞蹈班表演节目是否可以使用？客服称：“可

以使用，上妆不会颜色淡，效果很好”。

  记者看到，这款化妆品在一周内有超过200人

购买，超过900人加购。评论区有290多条评论，绝大

多数是好评：“买来给孩子表演用的，东西很全”“化

妆工具是全套，眼影、粉底、腮红、散粉、化妆刷、粉

扑全都有”“我家丫头太喜欢了”。

  记者还走访了北京市朝阳区、西城区多家大型

商超和护肤品彩妆店，发现大部分商家并未将儿童

彩妆和成人彩妆作区分。

  在一家成人彩妆连锁店，记者称要给上小学的

表妹购买儿童彩妆，店员称没有专门的儿童彩妆，

但“可以帮忙配个套盒”。记者问有没有副作用，店

员称“选敏感肌肤可以使用的、温和一些的，很多孩

子演出都买我们家的彩妆，用起来没有区别”。

  记者在一家便利店购买了一款价格20元名为

“儿童演出亮片眼妆”的彩色眼影，反复询问商家该

商品是否专门供儿童化妆使用，对方称“是”。记者

付款后拆开商品包装，发现该商品并不属于儿童化

妆品，甚至未写生产许可证号，制造厂家经营范围

并不包括儿童化妆品。

  记者还发现，部分地区中小学附近也有商家售

卖化妆品，而且商家将成人化妆品销售给儿童。

  在山东某地一小学附近的小卖部中，学生只需

十几元就可以买到带有亮片的眼影、几十元可以买

到口红等产品，这些产品均未有儿童化妆品标志，

商家介绍说销量挺好，“浅色口红卖得不错，还有带

颜色的润唇膏，上课涂了不会被老师发现”。

  在某短视频平台上，有博主进行“小学门口文

具店化妆品测评”。博主在一所小学门口购买了小

花粉底液、彩妆修容笔、化妆品全家桶（眉笔、眼线

笔、眼影、腮红等），在尝试小花粉底液后，她感叹道

“天呐，淡淡奶油肌，这也太丝滑了，连痘印等都能

遮个七七八八，这个才19.9元”“蜜桃色眼影盘、大地

色眼影盘、双色腮红，还有两根眉笔和眼线笔，居然

还有刷子”。

  学校周边可以售卖非儿童化妆品的口红、眼

影吗？

  在姚金菊看来，商家不得向儿童销售非儿童化

妆品。根据未成年人保护法以及《儿童化妆品监督

管理规定》的规定，儿童化妆品均需要注明“注意事

项”“特殊标志”，否则不得售卖。商家将非儿童化妆

品向儿童售卖，显然无法注明“儿童化妆品标志”，

属于违法行为。

  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教授张步峰认为，如果此

类产品是儿童玩具，即按照玩具标准生产出来的

“口红玩具”“腮红玩具”等产品，不作为化妆品管

理，相关部门应根据产品质量法的有关规定、依据

相关标准对玩具材料的相关元素含量进行检测。同

时，应当查明经营者是否具备经营化妆品的资质，

如果未取得销售化妆品资质，则属于违反规定从事

经营活动。

  “经营者应当按照未成年人保护法的规定，对

可能危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玩具在显著位置标

注注意事项，若未注明则不得销售。违反规定销售，

侵犯了未成年人合法权益，造成人身、财产或者其

他损害的，依法承担相应责任。”张步峰说。

应全面落实监管规定

学校周边设安全区域

  针对儿童化妆品销售乱象，受访专家给出了治

理建议。

  “儿童包含幼儿园小朋友和小学生。商家会利

用儿童特有心理，将热门卡通、网络游戏、时兴玩具

等元素融入化妆品包装中，引发儿童对化妆品的好

奇心，儿童群体间也会相互影响。”姚金菊说，应该

加强对儿童化妆品销售的监管。

  “我国对儿童化妆品的监管非常严格，专门出

台《儿童化妆品监督管理规定》，以期对儿童化妆品

从生产到销售进行全流程监管，保障儿童使用化妆

品安全。”张步峰说。

  张步峰解释说，在生产环节，须依照《儿童化妆

品申报与审评指南》《化妆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等

严格把控儿童化妆品的配方设计、使用原料，使其

符合科学性、必要性的生产要求。在包装环节，督促

责任主体严格落实我国《儿童化妆品监督管理规

定》中显著标明“小金盾”“注意”或者“警告”等引导

语的标识，以及不得标注“食品级”“可食用”等词语

或者与食品有关图案等法定要求。

  张步峰认为，在销售环节，要加强对电子商务

平台以及零售商家销售经营资质的审查，对没有化

妆品经营资质却利用儿童玩具包装销售儿童化妆

品的，应认定为“超出经营范围”并进行处罚；若以

普通化妆品冒充儿童化妆品，则按照消费者权益保

护法的规定进行处罚。还应倡导销售者具备经营资

质，积极履行《儿童化妆品监督管理规定》中规定的

建立并执行进货查验记录制度、分区陈列儿童化妆

品的法律责任。

  “在监督环节，需要负责药品监督管理的部门

按照风险管理的原则，结合本地实际，根据不同商

家的销售状况，将销售行为较为集中的化妆品经营

者列入重点监管对象，加大监督检查频次以保障儿

童化妆品的使用安全。”张步峰说。

  受访专家认为，当前应该全面落实《儿童化妆

品监督管理规定》，有关主管部门需要加强监督检

查力度和监督抽检频次，对发现的儿童化妆品违法

销售行为及时立案查处；畅通投诉渠道，保障消费

者权益，对家长购买、孩子使用儿童化妆品过程中

发生的投诉举报，要高度重视，及时处置。

  在姚金菊看来，针对学校周围售卖非儿童化妆

品的现象，应该依法赋予商家对非儿童化妆品负有

注意或者警告义务。同时，从市场监管方面来看，可

以依托“学生安全区域制度”展开监管。

  例如，《北京市中小学校幼儿园安全管理规定

（试行）》规定，在学校周边200米范围内，相关部门

按职责重点整治学校周边环境秩序，加强对学校周

边经营服务场所、经营服务活动监管以及治安状

况、交通秩序整治。

  “除了加强监管外，还应鼓励市民对学校周边

非法售卖非儿童化妆品或质量不合格的儿童化妆

品的行为进行举报。”姚金菊说。

  家长在给儿童挑选化妆品时，需要注意什么？

  张步峰认为，不要盲目购买标注“食品级”“可

食用”标记的产品，此类标识在《儿童化妆品监督管

理规定》中被明确禁止。如果消费者无法辨认化妆

品是否为儿童化妆品，应当主动向经营者询问，并

可以通过“化妆品监管”App查询产品注册或者备案

信息，切勿将美妆玩具当成儿童化妆品使用。

  张步峰提醒说，要为不同年龄阶段的儿童选择

合适的化妆品。根据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的

《化妆品分类规则和分类目录》，0岁至3岁婴幼儿使

用的化妆品功效宣称中不包括美容修饰、卸妆等

“彩妆”类别。为此，家长们不要为3岁以下婴幼儿购

买“彩妆”。如果彩妆化妆品标签宣称3岁以下婴幼

儿可使用，则属于违法行为。

  姚金菊说，“小金盾”并非产品质量认证标志，

化妆品包装上标注“小金盾”，仅说明这个产品属于

儿童化妆品，其目的为“提高儿童化妆品辨识度，保

障消费者知情权”，并不代表该产品质量安全得到

认证。因此，除注意“小金盾”外，家长购买时还需认

真查看经营者的营业执照、国家强制性产品认证证

书等文件，选择证照齐全的正规商家进行交易。同

时，作为消费者，应当关注商家信息、产品口碑、证

据留存等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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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某店家的买家秀中，不少网友秀出了孩子涂抹口红、眼影等的照片，部分照片主角看起来是四五岁的学龄前儿童，孩子稚嫩的脸庞因腮

红而显得过于红润，眼睛因粉色眼影显得有些肿胀，小嘴涂了大红色口红

  ● 搜索“儿童彩妆”“儿童化妆品”看到的结果显示，部分向儿童售卖且被儿童使用的化妆品实际上是成人化妆品，系“伪”儿童化妆品。在有的

学校附近，学生在小卖部只需十几元就可以买到带有亮片的眼影、几十元可以买到口红等产品，这些产品均未有儿童化妆品标志

  ● 根据未成年人保护法的规定以及《儿童化妆品监督管理规定》的规定，儿童化妆品均需要注明“注意事项”“特殊标志”，否则不得售卖。商家

将非儿童化妆品向儿童售卖，显然无法注明“儿童化妆品标志”，所以属于违法行为

  ● 在销售环节，要加强对电子商务平台以及零售商家销售经营资质的审查，对没有化妆品经营资质却利用儿童玩具包装销售儿童化妆品的，

应认定为“超出经营范围”并进行处罚；若以普通化妆品冒充儿童化妆品，则按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进行处罚。

学校附近小卖部把大人彩妆卖给孩子
记者调查儿童化妆品销售乱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