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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盲盒市场划一条法律红线

给“盲盒经济”指一条健康规范的路
何勇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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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市场监管局近日发布了
《上海市盲盒经营活动合规指引》，其
中明确：法律法规明确规定禁止销售、
流通的商品，不得以盲盒形式进行销
售；盲盒内商品实际价值应与其售卖
价格基本相当，单个盲盒的售价一般
不超过200元；盲盒经营者不得向8周
岁以下的未成年人销售盲盒，向8周岁
以上未成年人销售盲盒商品，应通过
线上线下等不同方式确认监护人同
意等。

据报道，这是全国省级层面推出
的首个盲盒经营相关指引。在“万物皆
可盲盒”的当下，如何让盲盒经济回归
娱乐属性、合理的商品属性，考验着各
地有关部门的治理智慧与能力。

近年来，盲盒经济近乎“盲目经
济”。“活体动物盲盒”“快递盲盒”“图书
盲盒”……有的几乎是给消费者埋坑，
比如盲盒图书让劣质、盗版图书充斥
市场；有的快递盲盒中的服装等商品
是残次品；有的商品本不该以盲盒方
式营销，比如“活体动物盲盒”中不乏
一些国家保护动物甚至外来物种等。
此外，由于盲盒外观基本一样，商品状
况不透明，买卖信息不对称，有的商家
通过设置空盒来损害消费者利益，有
的机构在没有获得相应授权的情况下
侵犯他人知识产权，还有机构开展天
价炒作。

盲盒营销具有很强的不确定性和
神秘感，会强化消费者对购买结果的

预期心理，由此勾起一种赌博心态。据
报道，某地一对夫妇购买盲盒4个月花
了20万元；还有一位60岁玩家，一年花
了70多万元；一些未成年人更是在购
买炒作盲盒中上瘾。如此现实语境下，
出台有针对性的经营指引，迫在眉睫。

上述盲盒经营活动合规指引中，
划出红线、规范价格、鼓励设定保底机
制、加强售后保障、建立未成年人保护
机制等，都颇有现实针对性，可谓迈出
了监管的有力步伐。通过相关指引敦
促建立一个健康有序、未来可期的潮
玩市场，不仅是保障消费者权益的要
求，也是规范相关行业发展的需要，其
他地方也应有这个意识，并积极采取
行动。

新华社北京1月25日电（记者 王
思北）记者25日从中央网信办获悉，
中央网信办决定即日起开展为期 1
个月的“清朗·2022年春节网络环境
整治”专项行动。针对借疫情、社会热
点事件等挑动网民对立，进行人肉搜
索、辱骂攻击等网络暴力行为将重点
整治。

据悉，专项行动将聚焦春节期间
网民使用频率较高的平台环节和服务
类型，聚焦解决影响上网观感、群众反
映强烈的网络生态问题，坚决清理一
批违法违规信息，处置一批账号和平

台，整治网络不良行为乱象，遏制不良
文化传播势头，大力净化网络生态，为
广大网民尤其是未成年人营造健康、
喜庆、祥和的春节网络环境。

专项行动期间，将重点开展集中
整治网络暴力、散播谣言等问题，切实
维护网民利益；持续开展整治，严防

“饭圈”乱象反弹反复；加大炫富拜金、
封建迷信等问题治理力度，遏制不良网
络文化传播扩散；从严整治“网红儿童”

“软色情”等问题，保障未成年人合法权
益；加强重点页面版面生态问题治理五
方面整治任务。

从严整治“网红儿童”“软色情”等问题
“清朗·2022年春节网络环境整治”
专项行动启动

新华社沈阳1月23日电（记者 洪
可润 于也童）寒假到来，各类课外兴趣
班成为消费热点。沈阳市消费者协会
提醒，家长为孩子报名寒假兴趣班一
定要理性消费，选择正规培训机构，签
订协议前要仔细看清各类条款，避免
遭遇“报班容易退费难”的情况。

记者采访了解到，不少培训机构
通过假期预付费优惠活动吸引家长，
但一些家长在报名后却发现兴趣班实
际学习内容和宣传并不相符，还有的
孩子在学习几次后失去兴趣，不想再
继续学习，但高昂的培训费用往往难

以退回。
沈阳市消费者协会提示，假期报

兴趣培训班，一定要充分考虑孩子
的兴趣爱好、距离远近、时间安排
等，尽量与培训机构签订书面合同，
约定学习费用、时长、次数、场地、退
费、违约责任等内容，不要被优惠、
折扣等所诱惑，避免一次性缴纳大
额培训费。尽可能选择周期短、金额
少的课程。

此外，消协提示广大消费者注意及
时维权，缴费时要向培训机构索要相关
凭证并妥善保管作为维权依据。

消协提示：
家长应理性为孩子报名寒假兴趣班

近年来，湖北省竹山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紧紧围绕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等重点工作，认真履职、
主动作为，扎实推进提速、提效、提质、提级、提品等“五提”工作开展，营造良好市场环境。图为1月25日，竹山县
市场监督管理局竹坪市场监管所执法人员深入当地企业，详细了解茶叶进出口贸易等情况，现场办公为企业解
决实际问题。 朱本双 陈伟 陈文 摄

在 四 川 省
资阳市雁江区
资溪街道资溪
社区，一提起王
用华，街坊邻里
无不交口称赞。
今年 69岁的王
用华，先后照顾
丈夫的奶奶、养
父母、生母四位
老人。48年来，
她任劳任怨，在
一言一行中践
行孝道，弘扬孝
老爱亲的传统
美德，传播了向
上向善的正能
量。2021 年 12
月，王用华获评

“四川好人”称号。

在温暖中坚定感恩孝顺之心

王用华的父母去世得早，7岁的她
被接到伯父母家中生活。伯父母给予
她的温暖亲情让她感受到了人间大
爱，也在她的心间种下了一颗感恩的
种子。懂事的她总是力所能及地帮伯
父母做家务、照顾两个弟弟，以行动来
回报他们的养育之恩。

在伯父母的关爱下，王用华的童
年生活是简单而快乐的。1974年，长
大成人的王用华经人介绍，与丈夫陈
忠良相识并相爱。在她出嫁前，伯父母
将她叫到跟前，郑重地对她说：“孩子，
结婚后，对夫家的老人要像对自己的
老人一样孝顺，悉心照顾。”王用华将
伯父母的叮嘱牢牢地记在心中，并践
行至今。

悉心照顾夫家4位老人

婚后，王用华和丈夫、丈夫的养父
母及奶奶住在一起。奶奶瘫痪在床，王
用华除了喂她吃饭、给她按摩外，每天
出门干活前还需将她抱到马桶上大小
便。干活中途休息时，她也不忘回家看
顾老人。到了晚上，王用华每晚都至少
要起来两次，到奶奶房间查看她是否
需要上厕所、是否盖好被子。王用华9
年如一日地照顾奶奶，没睡过一晚安
稳觉，直到老人去世。老人虽卧床 9
年，但身上从未长过褥疮。

奶奶去世后不久，王用华丈夫的
养父被查出肺癌，养母也因患病导致
半身瘫痪。为了全家生计，丈夫陈忠良
外出工作挣钱养家，王用华则一人抗
下了护理两位患病老人的重任，没有
丝毫怨言。

2002年，养父去世后，养母伤心
过度，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并拒绝吃
药，有时病情发作控制不了情绪，对王
用华又骂又咬，甚至打她，可王用华总
是想尽办法地安慰老人，尽可能让其
平静下来，从不曾有一丝抱怨。养母曾
对王用华说：“这些年真的很感谢你，
如果不是你，我哪里还有今天！”

王用华照顾二老期间，丈夫的生母
宋廷君因年纪大了，也搬来与他们一同
生活。为了照顾好宋廷君，王用华关心
备至，尽全力让老人开心。宋廷君吃饭
不沾油荤，王用华便另备锅碗瓢盆，每
天为她单独做饭，没有一丝不耐烦。

在王用华的悉心照料下，养母于
2017 年安详离世，宋廷君则活到了
103岁，于去年11月去世。

平常走在路上，见有老人行动不便
需要搀扶，王用华总是毫不犹豫地上前
扶一把，见有老人拎不动东西，她总是
热心地帮其拎到家门口……她告诉记
者：“看到这些老人，就会想起自己家的
几位老人，总想着能帮就帮一帮。”

言传身教弘扬传统美德

王用华常说：“你怎么照顾老人，
后人是能看到的，我孝顺，我的儿女才
会孝顺”。的确，在王用华的言传身教
下，她的三个子女都十分孝敬老人，哪
怕年少时再顽皮，也从来不会顶撞长
辈，还会经常帮着她照顾老人。如今，
孩子们都已成家立业，儿孙辈秉承着
王用华的优良品质，全都孝顺长辈、家
庭和睦。“我父母对老人很孝顺，尤其
是我母亲。在她身上我们学会很多，尤
其是仁义孝道。我们的家风就是尊老
爱幼、亲善待人。”王用华的儿子陈罡
说，母亲常常教导他们说话要和气、待
人要热情、要多做好事，遇到别人有难
处能帮的就尽力帮一下。

王用华48年的无悔付出也感染、
带动着身边人。“在她的身上，我们真
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孝老爱亲的真谛，
我们都应以她为榜样，孝敬老人，亲善
待人。”资溪社区居民任万容赞叹道。

近年来，始于潮流玩具的盲盒文化不断“出圈”，从玩具盲盒到文具盲盒，甚至出现宠物盲盒……在这个“万物皆可盲盒”的时代，各类
乱象层出不穷，为了遏制盲盒市场野蛮生长，上海市率先出手。

1月12日，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了《上海市盲盒经营活动合规指引》（以下简称上海指引），这是全国首个盲盒经营活动指引。
参与指引起草工作的盈科上海互联网法律事务部网络与数据法律事务中心负责人郭卫红指出，指引虽不具有法律强制力，但通过梳

理涉及盲盒领域的上位法，划定了经营红线，对经营者具有指引意义。未来应在此基础上，尽快研究出台盲盒专项立法，让盲盒在法治化
轨道内发展。

遏制过度营销

盲盒最近一次登上热搜，是因为
知名餐饮企业肯德基联合泡泡玛特
推出的限量版盲盒引发疯狂追捧。这
套盲盒共有6个普通款和1个隐藏
款，消费者购买99元套餐，就可获得
盲盒一个。

为得到出现概率为1/72的隐藏
款，有人一次性花上万元购买106份
盲盒套餐。还有人做起了“代吃”生
意，打出“盲盒归你，热量给我”的口
号，为想收集盲盒又怕长胖的人解决

“后顾之忧”。
1月12日，中国消费者协会发文

“点名”肯德基用盲盒诱导食品过度
消费，应当抵制。

2021年 4月 29日起施行的《中
华人民共和国反食品浪费法》要求，
餐饮服务经营者应自觉抵制食品浪
费，提示消费者适度消费，不得诱导、
误导消费者超额消费，造成食品
浪费。

对此，中消协认为，肯德基作为
食品经营者，利用限量款盲盒销售手
段，诱导并纵容消费者不理性超量购
买食品套餐，有悖公序良俗和法律
精神。

其实早在肯德基盲盒前，多家奶
茶店推出的奶茶盲盒就遭受过浪费
食品的质疑，有人为抽取盲盒，将购
买的多杯饮品直接扔掉。

在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刘
俊海看来，肯德基、奶茶店这类餐饮
企业，其销售产品属于限期食用商
品，消费者会按需购买并即时食用，
利用搭配盲盒销售的方式是以“饥饿
营销”手段刺激消费，超量购买势必
会造成食品浪费，违反反食品浪费法
相关规定，应当抵制。

此次上海指引中也限制了营销
炒作行为，要求盲盒经营者不得开展
涉金融类营销，不得有介入二级市场
的做市行为，不得进行天价炒作、过
度营销和饥饿营销。

郭卫红以肯德基盲盒为例称，吃
套餐得玩具的促销手段其实一直就
有，之所以换成盲盒会吸引抢购，与
盲盒背后的“高价值”有关。

笔者注意到，此款盲盒中的隐藏
款“王牌炸鸡”在二手平台价格已达
900元，超出原价近10倍。

在郭卫红看来，遏制此类事件发
生的核心应是控制盲盒背后的炒作
和过度营销行为，价格归于理性，消

费也会趋于理性。

划定产品红线

在盲盒市场火爆后，无数另类盲
盒“崛起”。

在盲盒中放入男女的联系方式，
用拆盲盒的方式来随机匹配交友信
息的“脱单盲盒”曾风靡一时。

“脱单盲盒”做着“爱情买卖”，
“宠物盲盒”则完全是门“带血的生
意”。2021年 5月，有四川成都市民
发现某快递公司在邮寄活体猫狗，
160 多只宠物被打包进了一个个
密不透风的快递盒里，有些已经
死亡……

面对如此疯狂的盲盒，电商平台
作出了禁止性规定。2021年12月21
日生效的《淘宝网盲盒/福袋商品管
理规范》中规定，活体宠物盲盒、脱单
盲盒、快递包裹盲盒以及可能引发消
费者投诉或纠纷的低价盲盒等禁止
在平台销售。

上海指引中同样划定了盲盒产
品的红线——法律法规明确规定禁
止销售、流通的商品，不得以盲盒形
式进行销售。对销售资质、存储运输、
使用条件等方面有严格要求的商品，
不得以盲盒形式进行销售，如特殊食
品、药品等。

“‘万物皆可盲盒’的说法本身就
是错误的，盲盒本质上是一种商品，
但有些盲盒售卖的并不是商品。”刘
俊海以“脱单盲盒”为例称，个人信息
保护法明确规定，任何组织、个人不
得非法收集、使用、加工、传输他人个
人信息，不得非法买卖、提供或者公
开他人个人信息，因此买卖个人信息
本身就是违法行为，极大增加了泄露
个人信息的风险。

宠物虽可进行销售，但对运输有
极为严格的要求，邮政法实施细则第
三十三条规定的禁止寄递或在邮件
内夹带的物品中，就有“各种活的动
物”。

“盲盒不是法律‘盲区’。”刘俊海
指出，盲盒产品必须合法，这条销售
红线必须遵守。

明晰概率信息

喜爱收藏打火机的陈少华在网
购平台花1200元购买了一款商家号
称价值超过2000元的打火机盲盒，
买来后才发现里面是没人要的“过时
货”，价值不到200元。

与陈少华有同样遭遇的人不在
少数，一些商家利用盲盒随机性等特
点将其作为“清货”手段。

上海市市场监管局反不正当竞
争处副处长吴艳东指出，市场监管部
门在调查中发现，目前市场上的盲盒
产品普遍存在“打闷包”现象，不标示
商品种类、抽盒规则、商品投放数量、
隐藏款抽取概率等信息，涉嫌侵害消
费者的合法权益。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
护法》明确了消费者享有知悉其购
买、使用的商品或者接受的服务的真
实情况的知情权。上海指引中也要求
盲盒经营者应公示商品种类、抽盒规
则、商品投放数量、隐藏款抽取概率
等信息，充分告知消费者，并保留完
整的概率设定、抽取结果、发放情况
记录等备查。

“盲盒销售中保障消费者知情权
也是避免盲盒成为非法博彩的关
键。”郭卫红解释称，盲盒具有类博彩
的射幸元素，避免滑向非法博彩的关
键，一是要保障消费者知情权，概率
公示；二是不能出现“扑空”行为，即
出现空盒，因此指引也特别要求商家
不能设置空盒。

此外，郭卫红指出，商品实际价
值与市场价值差距过大时，也可能
导致合法经营行为异化为非法行
为，上海指引要求盲盒内商品售价
与实际价值差距不应过大，正是基
于此考虑。

建议立法规范

疯狂的盲盒令成年人都欲罢不
能，对未成年人来说更是难以抗拒。

未成年人“中毒”最深的莫过于
文具盲盒，笔者随机走访了几家文具
店，店内均有专门货架摆放文具盲
盒，既有单独的笔、橡皮类盲盒，也有
内附几种文具的盲盒套装。

全国人大代表、辽宁省辽阳市第
一高级中学教师王家娟接触过不少
热衷购买文具盲盒的学生，她发现他
们购买盲盒的初衷已不是为了获得
文具，而是为了凑套或者得到隐藏
款，这导致未成年人盲目消费，形成
不良的消费观。

更令王家娟担心的是这种“博隐
藏”的销售方式可能会增加孩子的

“赌”性，助长投机心理。
上海市人大代表、上海市金山区

市场监督管理局副局长陆永妹建议
研究未成年人的盲盒消费限制措施，
避免对市场风险识别能力低的未成
年人因“赌”因素的不当诱导而误入

“盲途”。
上海指引对未成年人构建了保

护机制，以民法典划分无民事行为能
力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年龄为
标准，要求盲盒经营者不得向8周岁
以下的未成年人销售盲盒；向8周岁
以上未成年人销售盲盒商品，应通过
销售现场询问或网络身份识别等方

式取得相关监护人同意。
“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了加强未

成年人的家庭、学校、社会、网络、政
府、司法六大保护，对于盲盒给未成
年人带来的影响，除了家长、学校要
进行教育，政府部门强化监管外，司
法保护也应跟上。”王家娟建议，在未
成年人保护法中增加关于未成年人
盲盒销售的内容，对于盲盒产品、销
售规则、限制年龄进行规定。内容上
可借鉴上海指引中8岁以下禁售盲
盒、8 岁以上需由监护人追认的方
式。此外，对于有可能面向未成年人
发售的盲盒，应在题材、销售规则等
方面制定特别规定，比如不设置所谓
隐藏款、每一类别款式不应过多等。

刘俊海对此表示认同，他认为在
未成年人保护领域，仅有倡导是不够
的，必须要靠法律进行保障，出台限
制性规定，避免未成年人沉迷盲盒。
从长远来看，他建议各地可借鉴上海
经验，先出台本地的盲盒指引规范，
在总结各地经验基础上，针对盲盒经
济出台全国性立法，让盲盒经济在法
治化轨道上良性发展。

（《法治日报》赵晨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