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网红产品真的值得买吗？

“所有女生！”“太便宜了！”
“抢它！抢它！抢它！”10月21
日，离天猫“双11”预售首日还
有几小时，“口红一哥”李佳琦标
志性的感叹和充满说服力的推
荐，将网络直播间3000万观众
提前带入“双11”购物狂欢的气
氛中。当晚，李佳琦登顶淘宝直
播巅峰主播榜，5分钟超万支口
红的销量引人惊叹。更有品牌
在直播中6分钟销售额破亿元。

类似的网红带货传奇，每天
都在电商直播平台上演。与之
相呼应的是，在各大网络社交平
台上，相关的网红产品推荐琳琅
满目，拥有大量粉丝的网红通过
图文并茂的“种草”笔记、声情并
茂的“种草”视频或直播的方式，
向粉丝推荐各色网红产品。“亲
测好用”“必买清单”“网红爆款”
等字眼，挑动着社交平台用户的
消费愿望。

今年8月，小红书APP（手
机软件）在各大应用商城下架，
官方表示对站内内容启动全面
排查、整改，深入自查自纠，积极
配合有关部门，促进互联网环境
的优化与提升。拥有超2亿用
户、提倡年轻生活方式分享的小
红书，已成为最具代表性的“带
货种草”类社交平台之一，小红
书的发展情况也是整个网红带
货市场的缩影。在带货网红聚
集巨大流量、带动巨额销量的同
时，参差不齐的网红产品也逐渐
暴露出“销量奇迹”背后的行业
乱象。

网红带货
职业网红的粉丝变现

现在火遍全网的顶级网红
有谁？这个问题的答案每隔一
段时间就要更新。

近20年间，网红的发展经
历了从1.0时代到4.0时代的快
速迭代。如今，网红正逐渐成为
一种专门职业，网红的经营管理
方式也从个人创作向团队化、企
业化经营过渡。在网络社交平
台上发布内容、积累粉丝、创造
个人品牌影响力，再通过商业渠
道实现粉丝流量的变现，已成为
众多一线网红的致富之道。

据克劳锐发布的《2019网

红电商生态发展白皮书》显
示，2018年网民规模达8.29亿
人，网络购物用户规模达6.1
亿人，平均每100个网民有73
人选择网络购物。2015年以
来，实物商品网络零售额占中
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
例从 8.04%猛增到 2018年的
18.4%。巨量的网购用户、庞
大的网购需求、快速增长的网
购市场，为职业网红提供了一
块肥沃的待垦之地。

渴望流量变现的职业网
红，具备消费能力的忠实粉丝，
“金风玉露一相逢”，网红带货
应运而生。

在《2019网红电商生态发
展白皮书》中，网红带货被定义
为“网红电商”，即具备网络影
响力的内容生产者（网络红人）
通过内容或电商平台，为用户
推荐、售卖产品。网红电商的
主体包括自媒体、直播主播、明
星、名人、网店掌柜、专业人士
和草根红人等。

随着电商平台与网络社交
平台合作的不断加深，网红带
货逐渐走向“社交电商”的范
畴。网红在社交平台上带货，
在电商直播中与粉丝互动，是
目前网红带货的常见方式。

据淘榜单联合淘宝直播发
布的《2019年淘宝直播生态发
展趋势报告》显示，2018年加入
淘宝直播的主播人数同比增长
180%，淘宝直播平台带货超千
亿元，同比增速近400%。每月
带货规模超过100万的直播间
超过400个。

“网红带货本质上是一种
新的供需对接方式：消费者和
商家之间通过网红进行对接，
这些网红通过自身特征和优质
内容，吸引粉丝进行商业行
为。”宁波大学商学院讲师王昕
天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网红经
济的实质是依托社交平台推
广，通过聚集大量关注度，形成
忠实粉丝群，并围绕网红衍生
出各种消费市场，最终形成一
条完整产业链的经济模式。

据相关数据显示，83%的
年轻消费者购买决策的主要影
响因素是身边及各平台的“网
红”“达人”的“种草分享”。在
社交媒体上，明星带货也是常
态，粉丝们更乐意“种草”购买

明星所代言或推荐的产品。
“网红带货本质还是一种

营销方式，通过社交化、娱乐化
的方式将聚集的粉丝转化为实
际的产品消费者。”泰和泰律师
事务所律师廖怀学接受采访时
分析，在这种“消费转化”模式
中，带货网红作为假定的消费
者直接使用、讲解、展示商品，
与传统电商单向静态传播商品
信息相比，这种方式能与消费
者产生互动，拉近与消费者之
间的距离。“网红带货作为电子
商务发展的一种新业态，丰富
了消费者的购物方式，具有较
大的发展潜力，但与此同时行
业乱象频发，亟须规范治理。”

灰色秘密
套路重重，乱象迭生

身价暴涨的猫爪杯，火遍
今夏的双黄蛋雪糕，漂洋过海
的异国酵素……在网红种草社
交平台上，无论是廉价易得的
日常零食、生活好物，还是昂贵
专业的化妆品、保健品，或是各
色国际奢侈品牌，都能找到丰
富详尽的“种草”笔记。

带货网红成为海量产品的
人工鉴别筛选器，以个人信誉
和口碑为保证，为自己的粉丝
推荐值得购买的各色商品。然
而，由于网红素质参差不齐，电
商平台和社交平台的审核筛选
机制宽严不一，相关机构监管
时有滞后，网红带货现象背后
潜藏种种问题。

在国企就职的薇薇最近正
为减肥发愁。在某网红种草平
台上，薇薇“种草”了一款热门
日本酵素。网红博主推荐这款
酵素能够很好地分解脂肪和糖
分，在不影响饮食的情况下帮
助减肥。买回来尝试两次后，
薇薇发现这款酵素并不像博主
们说的那样“神乎其神”。

“先不说减肥的功效，每次
吃完酵素，我就开始胸闷恶
心。问了一些身边的朋友，也
是这种情况。”薇薇说，“这些产
品打着有利健康的旗号，很多网
红博主都亲身体验，推荐得好像
特别有说服力，几百条评论基本
是点赞叫好，让人很容易信以为
真。但是产品上的说明都是日
文，也没有详细的中文翻译，我

们买回来以后，具体服用方法
还要依靠博主的推荐笔记，其
实是有一定安全风险的。”

产品质量安全得不到保
障、产品宣传图实不符，平台
上的点赞转发等数据作假
……在网红带货如火如荼进
行的同时，也有越来越多用户
发现网红产品走红背后的灰
色“秘密”。

在香港读研究生的小赵
一直是网红种草平台和短视
频社交平台的忠实用户。前
阵子，她在看完一位美妆博主
的直播之后，买下了一款网红
颈霜。“这款颈霜最大的亮点
在于它有个推拉的滚轮，看
直播感觉效果特别好。买回
来之后发现，其实这款颈霜
的成分和普通润肤霜差不多，
效果也很一般，实际利用率也
不高。”小赵坦言，观看“种
草”直播往往催生冲动消费，
直播能非常直观和具体地展现
产品，但是也常常出现直播和
实物不符的情况。

王昕天认为，出现这些行
业乱象，一方面是行业评价机
制问题。网红行业竞争加剧，
导致主流网红平台上评价机制
弊端日益显现。例如，在一些
平台上，依托点赞数、销售量等
指标对网红进行排序，导致一
些公司为了获得更高的曝光度
而进行“刷数据”的行为。另一
方面是监管机制问题，如果说
“刷数据”还可以被视为一种网
络营销行为，那么虚假广告则
涉嫌商业欺诈，需要市场监管
部门介入，目前这方面还亟需
加强。

心里有秤
依法治理，加强辨识

“解决网红带货存在的各
类问题是一个综合治理过程。”
廖怀学认为，目前，中国《广告
法》《电子商务法》《反不正当竞
争法》《产品质量法》《食品安全
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法
律对网红带货涉及的虚假宣
传、数据造假、产品质量、食品
安全、消费者权益保护等法律
问题都已有较为完善的规定。
在网红带货行为中涉及的不同
主体都应参与到依法治理环节

中来。
首先，带货网红应当提高商

品质量把控能力，慎重选择合作
品牌，商家应当规范供应链，在商
品质量上下功夫，保障售后服
务。其次，短视频直播平台应当
切实履行平台责任，加大对直播
内容的审核力度，确立带货网红
与销售商家“黑名单”制度，对侵
犯消费者利益的网红和商家实行
平台禁入制度，规范消费者的支
付方式，建立完善平台订单跟踪
系统。监管部门应当加大监管力
度，如果网红带货行为侵犯消费
者利益，商家与带货网红应当共
同承担责任，同时如果短视频直
播平台未履行相应的监管义务和
平台管理职责，直播平台也应承
担相应的责任。

“大家的心里都有杆秤。我
会比较信任粉丝比较多、评测比
较中肯、优缺点都会说、从可靠品
牌里挑选产品的评测博主。”常在
短视频平台上浏览护肤品测评
视频的小宁，在鉴别网红“种草”
方面有自己的心得，“看完视频，
先刷一刷视频下的评论，再到专
门的软件上查一查产品的成分，
选择真正适合自己的产品，再去
电商平台搜索购买。”加强对网
红带货产品的鉴别能力，提升电
商和社交平台用户网络素养，不
失为网民应对网红带货问题的防
身术。

今年6月至11月，国家市场
监管总局等8部门联合开展2019
网络市场监管专项行动（网剑行
动），严厉打击网上销售假冒伪劣
产品、不安全食品及假药劣药。9
月至明年12月，最高人民检察院、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药监局
将在全国联合开展“落实食品药
品安全‘四个最严’要求”专项行
动，对网红食品安全违法行动进
行重拳出击。国家法律和相关部
门的监管正与网红带货中的不法
行为“赛跑”。

网红产品的真假优劣，正在
接受消费者和市场的检验；网红
带货的套路，也在被用户和监管
平台逐渐摸清；网红的品牌形象，
在经历流量变现的冲洗后越来越
露出真实面目。随着消费者辨别
能力的提升、平台监管的收紧、执
法力度的加强，网红带货终将回
归初心：让更多优质商品，遇见真
正需要的人。 （人民日报）

视 点
首都食品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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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红产品暴露出“销量奇迹”背后的行业乱象
不可思议，数千万人围观，几分钟之内某个单品销量破万、品牌销售额破亿元

本报讯 记者从安徽合肥
海关获悉，2019年前三季度，
合肥海关隶属合肥新桥机场
海关（筹）从入境航班旅客行
李中多次截获柑橘属水果，

经实验室检测发现 29批次
携 带 有 我 国 禁 止 进 境 的 检
疫性有害生物——柑橘溃疡
病菌。

柑橘溃疡病菌可侵染芸

香科柑橘属、枳属和金柑属
植物，其中，甜橙、酸橙、葡萄
柚、柚、莱檬、枳和枳橙高度
感病。柑橘溃疡病菌一旦传
入将对我国柑橘等产业、生

态环境等造成巨大危害。
海关提醒广大市民，由

于新鲜水果、蔬菜容易传带
病虫害，已被纳入《中华人民
共和国禁止携带、邮寄进境

的动植物及其产品名录》，从
国外归来切勿携带水果蔬菜
等入境，以免造成不必要的
损失。

（安徽日报）

合肥海关提醒：入境勿带水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