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注 05
2024年1月27日/星期六

责任编辑 王瑞 / 美编 李鹏 / 校对 张筱苑 / E-mail：ycwbbjb@126.com

打着特制酒厂旗号的所谓“专用酒”
一瓶只要几十元，标价 460 元一两的茉
莉花茶仅售4.99元……

近期，各种年节礼品需求大增，直播
电商成为消费者购买产品的重要渠道。
一些直播电商的产品看上去价格实惠、
销量惊人，但后续的产品质量投诉也数
量惊人。

这些诱人的“价格”是怎样产生的？
消费者面对的到底是“福利”还是“陷
阱”？

直播电商打“低价牌”引纠纷

“原价358元现价19.9元”，折扣比1
折还低！

在浙江省宁波市市场监管局此前公
布的一起直播营销典型案件中，一家汽
车服务公司通过某直播平台发布促销内
容：“原价358的套餐，现价只要19.9”。后
经查实，该套餐从未以宣传的原价予以
销售，其行为违反价格法规定，属于利用
虚假价格手段，诱骗消费者与其进行交
易的违法行为。

伴随直播电商发展，电商企业大量
涌入，不少商家为争夺流量，在商品价格
领域花招百出，“全网最低”“全年最大优
惠力度”“特供优惠”“1折商品”……种种
宣传令人眼花缭乱。然而，价格争议随之
而来。黑猫投诉中，涉及直播价格的投诉
超过2万条。一些头部带货主播也屡屡陷
入商品最低价的争议中。

记者在某直播电商平台搜索时，在
多个直播间发现一款知名品牌白酒，一
箱 6 瓶仅需 400 多元，大大低于正常价
格。在某直播间，该产品显示已售出1万
件以上。记者调查发现，这款以某知名品
牌名义售卖的白酒，并非品牌酒厂生产，
而是曾为该品牌生产产品的第三方厂家
打擦边球引流售卖，令消费者难以分辨。

2023 年年底，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
的《2023年“双11”消费维权舆情分析报

告》显示，“双11”期间消费维权问题集中
在直播带货乱象、促销价格争议等方面。
中消协监测数据显示，在监测期间有关

“直播带货”的负面信息占吐槽类信息的
47.99％，日均信息量超过5.5万条。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赵
精武认为，在直播营销中，一些团队或主
播为追求利润，采用多种手段进行过度
营销乃至价格欺诈、消费欺诈，侵犯了消
费者的合法权益。

价格套路猫腻多 消费者防不胜防

直播电商满足了消费者多样性的消
费需求，提供了视觉上的直观体验。但随
着规模扩大，也出现了虚假比价、抬价打
折、傍“名牌”混淆视听等违规越界行为。

——暗自勾连、虚假比价。直播电商
与传统电商、线下门店专柜进行比价已
成为吸引消费者的重要手段。这种比价
行为通常以产品在其他渠道销售的页面
截图为凭据，无法保证真实性。

北京市市场监管部门公布案例显
示，2023 年“双 11”期间，北京福气连连

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主播在直播期间，以
北京吃客之家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在某平
台同款商品的页面展示价作为被比较价
格进行宣传。结果查实，两家公司联手做
局，并标示相差悬殊的价格，供直播带货
比价使用，误导消费者购买产品。

——傍“名牌”混淆视听。记者在一
些平台看到，部分电商主播售卖的酒水、
手表、化妆品等产品，通过傍“名牌”以次
充好，用低价格误导消费者。

在浙江温州之前通报的一起案例
中，当事单位购进服装的图形商标与某
知名注册商标构成近似，偷用他人的营
业执照在网络平台上公示，通过直播电
商销售近 4000 件，违法经营额超过 20
万元。

——虚标价格再打折。直播间里虚
标价格再打折也成为惯用伎俩。北京、浙
江、广东等地市场监管部门查处案例显
示，部分直播电商企业针对从未上架或
难以比价的产品，人为设置较高的商品
价格，再在直播时以较大折扣售卖，以所
谓的巨大优惠力度误导消费者。

直播间买的衣服比平常贵好几百元

却称最低价；近千元的白酒拿不出原价
的真凭实据；活动价99元3盒过期不候，
但日常销售也是同样价格……在黑猫投
诉和相关案例中，记者查阅到多条涉及
直播带货虚标价格的投诉和处罚信息。

北京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许浩表
示，随着春节假期到来，直播电商领域的
消费纠纷或将呈现上升态势，消费者需
警惕花样繁多的价格陷阱。

多方合力 营造良好市场环境

直播电商领域的价格操作套路层出
不穷，造成纠纷冲突，不但损害消费者权
益，也会影响平台和直播行业发展。受访
专家建议，有关部门和相关平台要进一
步完善措施，强化直播电商领域监管；商
家企业也应加强行业自律，营造良好的
市场环境。

赵精武介绍，直播电商价格领域规
范主要涉及价格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网络消费纠
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一）》
等法规，虽然相关条文明确虚假宣传的
责任、实际销售主体辨识不清的责任、网
络直播营销平台经营者的信息提供义
务，但因当下直播行业业务模式处于不
断创新状态，现行法律规定难以及时有
效回应直播带货产生的一些新问题。

上海、浙江等地正在积极探索，对带
货直播及主播进行规范。一些直播平台
表示，正陆续出台相关规定，严格管理直
播间内关于商品价格的违规行为，对于
价格展示进行明确限定，确保宣传信息
真实、客观、准确。

赵精武等受访专家建议，消费者在
直播电商平台购买商品时要加强辨别能
力，仔细了解商品情况、交易条件、优惠
活动等信息，理性购买产品。在自身权益
受损时，及时保留相关图文视频信息，通
过法律等途径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据新华社北京1月25日电

“名牌”白酒仅售几十元——

直播间的“全网最低价”是福利还是陷阱？

随着春节脚步的临近，人群流动和
聚集性活动增多，呼吸道疾病感染风险
加大。不同类型呼吸道疾病怎么治？患者
出现反复咳嗽怎么办？重点人群需关注
哪些防治事项？国家卫生健康委25日召
开新闻发布会，回应当前呼吸道疾病热
点关切。

新冠病毒JN.1致病力如何？
无明显变化

“新冠病毒 JN.1 变异株在我国本土
占比持续上升，临床表现基本为无症状和
轻型。”中国疾控中心传染病管理处呼吸
道传染病室主任彭质斌表示，JN.1变异株
与EG.5变异株引起的疾病严重程度相比
并无明显变化。预计在春节假期前后，受
人群大规模流动等多种因素影响，新冠疫
情可能会出现一定程度的回升。

监测数据显示，目前我国流感活动已
呈现下降趋势，当前急性呼吸道疾病仍以
流感为主。其中，乙型流感占比近期升高，
导致流感疫情出现小幅波动。专家研判认
为，今年冬春季我国将继续呈现多种呼吸
道疾病交替流行或共同流行态势。

国家卫生健康委新闻发言人、宣传
司副司长米锋表示，要持续加强监测预
警，加强养老托幼机构、社会福利机构等
重点机构疫情防控，关注“一老一小”重

点人群，强化日常健康监测，落实各项防
控措施。

不同类型呼吸道疾病怎么治？
抗病毒治疗＋对症治疗

“对新冠和流感这类急性呼吸道传
染性疾病来说，预防的主要手段是接种
疫苗。”北京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
任李燕明在发布会上介绍，治疗措施主
要包括抗病毒治疗和对症治疗。

专家介绍，在抗病毒治疗方面，针对
流感和新冠，均有抗病毒药物，这些药物
能缓解患者的症状，降低病毒负荷。对症
治疗主要包括退烧药或缓解患者咳嗽、
鼻塞、流涕的药物。

李燕明特别提醒，哮喘是常见的呼
吸道慢病，主要症状包括反复咳嗽、呼吸
困难、胸闷等。对于哮喘患者来说，如果
罹患流感、新冠等，要注意自己哮喘症状
的变化，若症状加重，需及时就医，调整
哮喘用药。

反复咳嗽怎么办？
先明确病因

“咳嗽是最常见的症状之一，可能由
多种原因造成。若出现反复咳嗽，建议去
医院进行诊治。”李燕明说，根据咳嗽持
续时间分类，可以分为急性、亚急性和慢

性咳嗽。
专家介绍，急性咳嗽一般持续三周

以内，急性呼吸道感染性疾病是其最主
要原因；亚急性咳嗽持续时间为三到八
周，通常由感染后咳嗽引起；慢性咳嗽持
续时间超过八周，可由各种原因引起，包
括哮喘、慢阻肺、反流性食管炎等，一些
药物也可能引起咳嗽。

李燕明表示，若出现咳嗽症状，在日
常护理时，要注意天气变化，及时增减衣
物；冬季室内一般较为干燥，要保持室内
湿度。建议咳嗽患者外出时佩戴口罩，减
少冷空气对气道的影响。咳嗽期间，不建
议食用辛辣或油腻食物。

患基础疾病人群注意哪些？
增强免疫力、做好基础防护

冬季是心血管疾病和呼吸道疾病的
高发季节。江苏省中医院主任中医师朱
佳介绍，心血管疾病患者更易出现血液
黏稠度增加，血液循环减慢，出现血栓。
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主任医师熊长
明则表示，心血管疾病患者一旦感染了
呼吸道疾病，可能会加重病情。

专家表示，有高血压、冠心病等疾病的
患者，往往体质和抵抗力较差，容易患呼吸
道疾病。这些患者在冬季应加强心血管疾
病控制，将各项指标控制在合适范围。

与此同时，积极接种疫苗，做好个人
防护和保暖工作，多休息、避免过度疲
劳，保持健康饮食，注意手卫生、勤洗手，
少去人群密集的地方，必要时佩戴口罩。

哪些症状提示孩子有可能是肺炎？
出现这些症状尽快送医

孩子感染了呼吸道病原体后，家长
十分担心孩子会发展成肺炎。对此，北京
儿童医院主任医师王荃表示，孩子发生
呼吸道感染后，可能会发展为肺炎，尤其
是低龄儿童的发生率更高。

持续高热或发热时间超过3天；咳嗽
频繁或明显加重，伴有痰量增加或痰色
改变；部分年长儿童主诉胸闷、胸痛、憋
气等不适；精神倦怠或萎靡，低龄儿童表
现出烦躁、哭闹、难以安抚……王荃介
绍，如果孩子出现这些情况时，应警惕肺
炎的可能，尽快送医。

专家特别提示，婴儿尤其是三个月
以下的小婴儿，罹患肺炎时，症状和体征
常常不典型，可能并没有明显的发热和
咳嗽，仅仅表现为呼吸急促、吃奶呛奶、
吃奶费力或频繁吐奶，有的时候可能会
出现喘息发憋、脸色不好等症状。出现以
上症状和体征时，应尽快带孩子就诊。

新华社北京1月25日电
新华社记者 李恒 顾天成

呼吸道疾病防治五大关切 权威回应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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