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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见习记者 丁  一
□ 本报记者     文丽娟
□ 本报实习生   张 茗

  “是我的错觉吗？××平台某商店海外直邮，
瑕疵坏品率出奇高！”
  “快递物流可以造假，国外路线想怎么编就
怎么编！”
  “踩雷！代购的美国直邮蔻驰包包是假货。”
  海外直邮，本应是消费者便捷获取海外正
品、享受价格优势的一个通道：其承诺的原产地
直发、全程物流可溯、海关监管保障，让“足不出
户购全球”触手可及。然而，《法治日报》记者近
日注意到，在社交平台上，关于“海外直邮”的
“吐槽”与“避雷”帖比比皆是，海外直邮的真实
性饱受质疑。
  为何海外直邮频涉假货问题？平台又该承
担何种责任？对此记者展开了调查。

直邮信息竟是“画饼”

  湖南长沙的王然今年3月通过某平台购买
了一款境外直邮商品，却在“掌上海关”App查询
不到任何快件信息。更令她心凉的是，商家提供
的报关单号清关时间与快递显示的清关时间也
不一致。
  “复盘物流轨迹，疑点重重。”王然发现，物
流信息显示商品从“××国际”海外网点启程，但
该快递公司官网根本查不到这个网点。“这明显
是个迷惑消费者的假物流点。所谓‘海外直邮’
的物流信息极有可能是虚构的。”
  王然的经历并非个例。在社交平台上，不少
网友发帖称遇到过类似情况，一些宣称“海外直
邮”的店铺，其海外清关环节被证实为虚构。
  “海外直邮就像开盲盒。”山西太原的张燕
如此评价去年年底的购物经历。她在某平台看
到一款标注“海外直邮、假一赔十”的某品牌少
女香水，售价290元，比国内保税仓发货的370元
便宜不少，且显示“仅剩8件”。心动之下，张燕迅
速下单。
  然而，收到提醒发货信息后，她发现查不到
商品海关记录。平台物流信息显示商品绕道广
州清关后又折返深圳，“严重违反正常入境物流
逻辑”。张燕将经历发到社交平台，许多人在评
论区表示遭遇过相似经历。“以后还是选国内专
柜或保税仓发货，更靠谱！”
  记者在某第三方投诉平台检索发现，“海外
直邮”“全球购”等方面的投诉约2万条。投诉主要
集中在：质量问题无法退，商家常以“跨境商品不
支持退款”等理由拒绝，平台也常称“无解”；假货
无法退，常伴随异常物流信息，消费者通过掌上
海关、第三方鉴定等确认为假，商家以“鉴定无法
律效力”拒退，或专柜鉴定为假，但因处理时效
长，平台已关闭纠纷通道；退货权被剥夺，许多
“全球购”商品在详情页面标注“因特殊性质，不
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

消费者维权遇“高墙”

  发现问题后，王然第一时间寻求平台解决，
但平台态度令人失望：仅以“平台规则”为由口
头告知商家资质齐全及公司名称（某海外公
司），拒绝提供注册证书及授权书等实质证明，
也未给出有效处理方案。
  “要证明是假货，商家往往指定高成本或难
企及的鉴定渠道，普通消费者难以负担。商家还
会拿出所谓的资质证明拒绝诉求。即使找平台
介入，平台也常推诿，让消费者‘自行协商’。”王
然结合自己的经历说道，没有平台协助，普通消
费者维权成本高、风险大。
  记者梳理多家平台规则发现，部分平台对
“全球购”“海外购”商品赔付设限，例如“投诉成

立后卖家赔付商品金额30%，上限200元，下限30
元”；有的则无专门规则，需参考笼统的《用户服
务协议》。平台在判定买卖双方证据时虽有决定
权，但规则中常出现“不保证符合期望”“不对结
果负责”等免责条款。
  多名消费者告诉记者，当其陷入维权困境
时，平台往往“合理隐身”，消费者面对高昂的维
权成本只能“望洋兴叹”。
  物流环节也可能出现问题。来自山西吕梁
的夏璇去年有过一次全球购经历，因迟迟收不
到包裹，她向某物流客服咨询情况，客服承认其
包裹未清关，但投诉后石沉大海。“被搁置是常
态。还有朋友遭遇物流公司推诿、无法解释清关
轨迹、无法提供具体口岸、揽件员失联等糟心
事。”她回忆道。
  在西南政法大学民商法学院教授黄忠看来，
考虑到海外直邮的消费特点、监管维权的难度，
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更有必要积极协助消费者
维权。如果消费者“假一赔三”的主张符合法律的
规定，那么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就应当按照电子
商务法的规定采取诸如划扣商家店铺资金等方
式来积极协助消费者维护其合法权益。
  记者注意到，很多“全球购”商品界面都附
有“该类目由于特殊性，不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
的标识。关于能否退款，黄忠认为，实务中，海外
直邮中要主张不适用无理由退货，主要涉及该
情形是否能满足“其他根据商品性质并经消费
者在购买时确认不宜退货的商品”的条件。值得
注意的是，实践中，如果平台只是在商品展示页
面标注不适用无理由退货通常是不满足“经消

费者在购买时确认”要求的，消费者仍然有权主
张无理由退货。

全方位监管和治理

  海外直邮乱象还可能涉及刑事犯罪。
  上海市公安局静安分局近日破获一起特大跨
境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案。去年8月，静安警
方接举报，某平台“海外专柜正品店”售假。警方查
明，该店以“海外直邮”为幌子，实则通过广西、广
东两地的仓储物流基地从境内发货。其采用“双公
司运作”模式：一家公司负责物流，将假货运至港
澳短暂停留后“报关”入境缴税；另一家公司则自
制“品牌授权书”，用于在境内平台申请“全球购”
店铺资质。目前，犯罪嫌疑人均被警方依法采取刑
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调查中。
  “海外直邮属于新生事物，虽然随着电子商
务、第三方支付和跨国物流的发展，全球消费的
‘硬件’条件已经初步具备，但是作为规范海外
直邮等全球消费的法律规范和制度机制等‘软
件’还不完善，因此易滋生骗局。这种骗局主要
是利用了政府部门对跨境交易的监管困难，以
及消费者对于跨境交易商品和流程的不熟悉，
因此相比较传统违法犯罪更加具有隐蔽性和迷
惑性。”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田刚分析，
当行为人利用海外直邮逃避商品质量监管，故
意生产、销售伪劣商品，或危害他人的知识产
权，生产、销售侵犯知识产权的产品，或规避我
国商品进出口管理秩序，危害我国税收管理秩
序，或利用海外直邮跨境支付机制掩饰、隐瞒犯
罪资金性质和来源时，均可能构成我国刑法上

的相关罪名。
  “海外直邮等全球性消费的出现，对世界各
国尽快建立双边和多边的司法合作，以及完善
跨境纠纷解决机制提出了更为迫切的需求。”田
刚说。
  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王琦看
来，治理海外直邮涉假乱象，需要从多方面入
手，全方位监管和治理。具体来说：
  ——— 压实电商平台的主体责任。电商平台
首先应当对入驻商家进行严格的资质审核，要
求商家提供完整的授权书、注册证书等证明材
料，确保商家的合法性和商品来源的正规性，杜
绝伪造资质的商家入驻。
  ——— 畅通消费者维权渠道。品牌方应当建
立官方的鉴定通道，降低消费者鉴定成本。商家
要保障消费者的退货权，明确“不支持7天无理
由退货”的适用范围。平台也应将维权时效从
“自动关闭”改为“直至解决”，保障消费者权益。
  ——— 海关、公安等部门应加强协作，建立联合
执法机制。海关要加大入境包裹查验力度和抽检
比例，严格审核清关文件，打击“虚假报关”等行
为；公安部门需联合海外主要货源地建立假货情
报共享机制，针对“双公司运作”等模式开展跨
境联合执法，重点打击伪造清关、洗钱及知识产
权犯罪；推动与贸易国建立协作机制，实现证据
互认、资金冻结等，斩断跨境售假的链条。
  “只有通过多方面的努力营造出安全有序
的市场环境，海外直邮才能真正让消费者放
心。”王琦说。

漫画/李晓军  

□ 本报记者 韩丹东

  某社交平台博主“××美妆课堂”目前拥
有230万粉丝，但如果通过关键词检索，则立
马跳出来数十个名称与其高度相似的账号。
这些账号的昵称通过添加“小助手”“日记”
“分享官”等后缀与“××美妆课堂”稍作区
分，发帖内容和形式也和原博主“如出一辙”，
头像更是将原博主照片微调后拿来直接使
用，不仔细看很难发觉其中差异。
  其中，“××美妆小助手”凭借8.7万粉丝
量长期盘踞美妆类账号推荐榜前列，不少粉
丝误以为就是博主“××美妆课堂”，在评论
区留言“终于找到正品账号了”；“××美妆日
记”的粉丝中有不少是将其误认为博主
“××美妆课堂”而关注的，在原博主发布澄
清视频后，关注“××美妆日记”的人数少了
近三成。
  这是《法治日报》记者近日调查仿冒账
号、“高仿账号”时看到的一幕。除此之外，
记者注意到，一些人为了吸引眼球或图谋
利益，还会“碰瓷”明星、名人等。他们往往
先搬运原博主往期视频内容，通过精心剪
辑拼接规避平台查重机制，让粉丝误以为
是原博主的“小号”或“合作账号”，继而以
各种活动为诱饵，诱导用户上当受骗。这
样的“碰瓷”行为在互联网平台中大量
存在。

碰瓷账号引流牟利

  前不久，北京大学教师韦东奕开通短视
频账号后，短短3天粉丝就突破1700万，首条
视频点赞量超千万，引发了现象级的关注。这
股巨大的热度如同磁石般吸引了大量“寄生
账号”。
  记者发现，某平台一账号不仅使用韦东
奕标志性的“矿泉水+馒头”头像，简介还刻
意标注“专注学霸好物推荐，韦神同款精选”，
其从注册到粉丝破万仅用了48小时。该账号
在今年高考期间发布“9.9元高考幸运绳”图
文内容，配图中绳子上挂着微型算盘吊坠，文
案写到“韦神同款祝福，助你金榜题名，内含
韦神手写祝福卡片，限量发售”，单日销量突
破3000单。后经证实，此账号与韦东奕毫无
关联。
  宣称自己为“韦神女友”的账号则走情感
营销路线，其发布的内容均为“与韦东奕的校园恋爱故事”，诸如“他每天早
上会给我带两个馒头当早餐，说这样节省时间”“第一次约会居然是在图书
馆刷题，他说这是最高效的相处方式”等情节，每条内容都有上百条评论，不
少网友信以为真。在积累8.3万粉丝后，该账号开始推广售价299元的“脱单课
程”和“学霸同款情侣饰品”，利用粉丝的好奇心和八卦心理牟利。
  明星账号也是被“碰瓷”的重灾区。7月9日，歌手周杰伦入驻某短视频平
台后，出现了以“周同学”“周JAY”等为名的多个高仿账号，他们使用周杰伦
官方账号玩偶头像，伪装成“音乐人”认证账号，有的已经开始带货。此外，靳
东、蔡国庆、刘涛等明星也被大量仿冒，这些仿冒账号的内容大都雷同，将明
星的影像资料配上煽情的音乐和诱导性的文字骗取流量。
  今年寒假期间，浙江杭州10岁女孩小冉在使用外婆手机玩游戏时，屏幕
上突然弹出某平台推送的“某明星工作室企业账号二维码”。小冉兴奋地添
加后，很快收到消息称“明星社交账号被恶意泄露，已报警处理，需要配合警
方调查”，并要求小冉添加“负责警官”的社交账号详谈。懵懂的小冉添加“警
官”好友后，对方以“配合调查洗清嫌疑”为由，指导小冉通过外婆手机银行
向其多次转账。
  记者还注意到，AI技术的滥用让“碰瓷”社交账号进入“高精度造假”
时代。前段时间在短视频平台广为流传一条“某院士推荐美白护肤品”的
视频，画面中该院士身着白大褂，在实验室背景前详细讲解产品成分：“我
亲身使用三个月，色斑明显减少，效果非常好，推荐给有需要的朋友。”该
账号名称和简介都标榜自己是“专家严选”，视频还穿插了“院士工作照”
“学术会议发言片段”等素材以增加可信度，很多人信以为真，通过视频下
方的链接购买了相关产品。该院士紧急辟谣，称其从未研究、宣传过这类
产品。

承担多种法律责任

  厦门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姜孝贤介绍，社交账号“碰瓷”的核心是身份混
淆对市场识别秩序的影响，即使未完全复制原标识，只要可能导致用户瞬间
混淆，即构成“引人误认”。这种混淆的认定不需要实际发生交易，关键在于
侵权账号的整体行为轨迹，例如通过引导粉丝留言、伪装参与热点事件或使
用名人关键词等方式吸引流量，破坏正常的市场秩序。
  “‘碰瓷’社交账号可能承担多种法律责任。如果侵犯了他人的姓名权和
肖像权，构成民事侵权；利用AI技术伪造名人形象打广告，涉嫌欺诈；冒充
他人进行诈骗，触犯刑法，面临刑事责任；还可能构成不正当竞争，承担相应
的行政责任。”姜孝贤说，如果“碰瓷”账号发布的内容对被“碰瓷者”的声誉
造成了负面影响，还可能构成对其名誉权的侵犯。
  除“碰瓷”者外，平台也可能承担法律责任。
  在姜孝贤看来，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网络平台若未能履行网络安全管
理、内容审核及用户身份验证等义务，且在监管部门责令改正后仍拒绝整
改，将面临行政处罚，包括罚款和责令停业整顿等；如果因此造成违法信息
广泛传播或出现其他严重情节，涉嫌构成“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
罪”；如未履行内容监管义务，导致消费者或商家合法权益受损，应承担相应
民事责任，尤其在消费者权益保护和食品安全等领域，平台很可能与违规用
户或商家共同承担责任。

平台落实监管义务

  受访专家认为，治理“碰瓷”账号乱象，网络平台履行好监管义务是
关键。
  在姜孝贤看来，建立严格的账号认证与审核机制至关重要。建议平台使
用人脸识别等技术手段，确保账号真实性。对疑似仿冒账号应及时采取限
流、下架等措施，同时优化推荐算法，避免将高仿账号混入信息流。政府与监
管部门应协同发力，加强对平台的监管，定期开展专项整治行动，严厉打击
“蹭热点”“标题党”等行为。“被碰瓷者”也应积极举报仿冒账号，保障自身
权益。
  江苏万谋律师事务所主任上官丙权说，目前一些人利用AI技术合成
名人形象、声音用于“碰瓷”社交账号，其生成的内容具有高度的仿真
性，传统手段难以识别和取证。司法实践中，权利人需要查找资料来证
明AI生成内容的来源和侵权行为，但这一过程通常耗时且成本高昂。此
外，AI技术的匿名性和去中心化使得侵权行为的追踪和溯源变得更加
困难。
  为此他建议：“应加快制定相关法律，或通过司法解释，明确AI生成
内容的法律边界和责任划分。《人工智能生成合成内容标识办法》将于
今年9月1日起施行，其中对人工智能生成合成内容服务提供者与网络信
息传播服务提供者提出了内容标识方法的具体要求。在此基础上，平台
应开发专门的AI识别系统，用于检测仿冒账号、虚假内容、恶意营销等
行为，提高识别效率，还可以引入水印、数字签名等技术标明AI内容，防
止AI被滥用。”

□ 本报记者     赵丽
□ 本报见习记者 丁一
   
  “曾经是张局，现在做抖音”。
  如此介绍，都被短视频博主“张先生（原公
务员）”以黑体大红字样标注在从今年6月初至
今发布的11条短视频的显著位置，其视频内容
基本上都是在街头跳跃的镜头。
  公开信息显示，这名博主的现实身份为河
北衡水某县民政局原副局长张某，之所以成了
“原副局长”，是因其犯罪落马——— 张某因故意
伪造国家机关印章、非法制作国家机关证件，侵
犯了国家机关的正常管理活动和信誉，其行为
已构成伪造国家机关证件、印章罪，于2019年12
月27日被判处有期徒刑七个月，并处罚金人民
币五千元。
  此事一经曝光，引发网友热烈讨论。有网
友认为：“建议大家客观看待，别人总要生存。
只要人家改过自新，认识到自己的错误，认真

改过，没有贪腐，没有再违法，就给别人一点
生存的机会！”但更多的网友质疑他用前公务
员身份博眼球薅流量：“‘出来’还想利用原有
身份捞钱，没有真正悔改”“他的流量是靠抹
黑单位，消费政府公信力获得的，并不是他本
身有什么才艺，并不是已经认识错误想改过
自新”……
  对此，相关工作人员表示，将向上级汇报
此事。
  到记者发稿时，该博主账号已被封，其账号
变成一串数字，作品已下架。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赵精武
分析，因犯罪获刑的公务员其实已经不再具备
公务员身份，所谓的“原公务员”这种标签实际
上是玩文字游戏。对于大多数公众而言，所谓
的“原公务员”标签可能被误解为已经退休或
者中途辞职等正常情况，而张某的实际情况则
是因为故意伪造国家机关印章等违法犯罪活
动被判刑，导致其丧失了公务员身份，这两类

情况具有显著差别。
  “这种引流行为以及发布的内容不符合社
会公众对公职人员的正面认知，也会在一定程
度上损害公务员队伍形象，与公务员应遵守的
职业道德、社会公德要求背后的价值导向相违
背。”赵精武说。
  西南政法大学公法研究中心研究员邬蕾认
为，公务员的行为受到公务员法的约束，原则上
不能以公职身份参与营利性活动。若公务员以
职务身份引流进而牟利，或可以认定为违反廉
洁义务；离职或者遭开除的公职人员，同样不得
利用原职务身份或影响力为商业活动背书或
引流。
  在北京科技创新中心研究基地研究员徐实
看来，张某的行为表现为以吸引眼球、增加粉丝
为直接目标，通过宣传“前身份”“公职人员”来
增强个人可信度，夸大个人地位与能力。从其行
为模式可以预见，后续极有可能会进行商品销
售或发布付费内容，这在一定程度上应当认定

为“商业推广”行为。
  “广告法规定广告中不得有‘使用或变相使
用国家机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名义或者形
象’的内容。这项规定旨在防止政府公信力被商
业化利用、消解，保护政府机关的权威性，维护
市场公平竞争。”徐实说，即便是“曾经”身份，在
商业推广中突出“官员”仍然是违反广告法的禁
止性规定的。
  “公务员标签具备一定的敏感性，其一言一
行代表了国家机关的立场和态度，并且可能会
对政府形象产生影响。因此，无论是在职公务
员、退休公务员，还是已辞职的公务员，使用‘公
务员’等公职人员标签进行账号营销均应当纳
入重点监管范畴。如果发布内容不符合社会公
众对公职人员的正面认知，依据《网络信息内容
生态治理规定》等法律法规，平台应及时对其账
号采取限流、整改、下架等措施。”赵精武说，平
台通过技术手段，畅通举报投诉渠道，及时发现
并查处这类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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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直邮”，发货地却在境内？

河北一落马副局长以“原公务员”身份起号

岂能将“公职身份”当成流量密码

记者调查海外直邮频涉假乱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