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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空白 维权困难
据网络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周梦晗卖劣

质面膜的话题已被讨论1.9万次，阅读数量达到

1431万。

“看热闹的人太多了。”让孙卡无奈的是，虽然在

微博上骂周的人多，但愿以法律维权的人，少之又少：有

的不肯透露真实的身份信息，有的因诉讼经费而拒绝参

与；有的是周的朋友所以不方便指证，有的是周的面膜

代理而羞于露面。

中国化妆品市场营销研究中心副主任冯建军介

绍，面膜是目前化妆品微商界的龙头产品，主要使用

人群为25~40岁之间的女性，希望通过面膜增强皮

肤弹性，补水保湿。如今，一个月使用15片、20片

面膜的现象非常普遍，“面膜已经成为一种必需

品，一种生活习惯”。

然而，高需求并未伴随着严格的市场监管。

冯建军表示，“国家目前对整个化妆品微商行业

的管制，实际上是空白的。”

此前有江苏的受害者到当地工商局投诉

被以“案发不在本地”的理由拒绝受理。一位

内蒙古的受害者到当地公安局报案，当地公

安局表示“面膜从哪里发货的就去哪报

案”。然而，河南省公安厅和郑州市公安局

的相关工作人员均告诉记者，此类案件在

受害者本人所在地报案即可。

“这个案子涉及网络，网络中的案发

地问题是没有具体法律规定的。”广东

万诺律师事务所律师屈文静认为，网

络销售渠道的特殊性的确加大了有关

部门执法的难度。

河北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

相关负责人也向记者透露，“目前

化妆品在网络这一块的监管上，国

家法律没有明确的规定，我们也

还没有明确规定怎么监管。”

2015年3月22日周梦晗生

日当天，受害者张美兰在河南

商丘街头看到了周梦晗。发

现有人跟随后，周立刻加快

了脚步，钻进车里再次消失。

一种号称能补水保湿的
“三无”面膜，停用后，使用者面部

发红、发痒、干绷，并爆发痘痘等不适之症。
微信朋友圈里卖面膜，早已不是新鲜事，让人胆

战心惊的是，其中不乏“毒面膜”。
孙卡就是“毒面膜”的受害人之一。此前，她

向河南郑州的卖家周梦晗购买了上百片面膜，
停用后面部出现发红、发痒、干绷、长痘等症
状，被医生诊断为过敏和皮炎。情况比
她严重的买家比比皆是，多数被诊断
为过敏性皮炎和激素依赖性皮炎。

和孙卡一样，40名正在准备
通过法律途径维权的面膜使
用者这才明白，朋友圈的
面膜生意里暗藏危险，
一旦出事，想要讨个
说法都很难。
《南方周末》 “粉丝经济”暗藏危险

孙卡第一次知道周梦晗，源自2014年3

月微博上一个热门话题“敢露额头才是美

女”。在众多露额头女孩的照片里，周的美貌一

下就吸引住了她，孙卡随即关注了周梦晗的微博。

也是从那时起，周的微博粉丝数开始暴涨。短短几个

月，从原来的八千多涨到十二万，为其后来卖面膜积累

了大批用户。

在粉丝眼中，周梦晗是个不折不扣的“白富美”：15岁远

赴奥地利学习长笛；租的套房，月租一千欧元；每天都要敷面

膜保养。自拍里的她，脸上永远肤若凝脂，亮得发光。

越来越多的粉丝开始向周梦晗咨询护肤心得。自2014

年4月起，周频繁地提到一款“蚕丝面膜”，称自己每天都在

使用，能让皮肤饱满发光，“超越所有大牌”。7月20日，自

称已从维也纳毕业回国的周梦晗在自己的微信小号“小

桃心”发了第一条朋友圈后，宣称正式开始自己的“面膜

事业”。

一片蚕丝面膜，周梦晗定价19元。这种面膜只有白

皮包装和钢印的生产日期，没有卫妆准字、生产商、厂址

等任何标识。周说面膜的配方源自她认识的一位老中

医，自己再找工厂加工生产，因时间仓促所以包装简

陋，但不久就会正式上市。周多次保证她卖的面膜绝

对不含重金属、荧光剂等有害成分，出现问题照价赔

偿100倍。

周营造出的“不差钱”形象、口中的“自用”、照片

里“富有光泽”的皮肤，使得大批粉丝卸下心理防

备，纷纷在微信里向其购买蚕丝面膜。孙卡观察了

近两个月，看到周在朋友圈里发的聊天记录截图

全是齐刷刷的一片叫好声后，终于在2014年9月

11日下了第一单。

使用两个月后，孙卡发现嘴角四周长出了胡

子，鬓角也越来越浓密。“周没卖面膜时我就是

她的小粉丝，对她真的很信任。”孙卡和其他粉

丝一样，把最初的不良症状归结于自身不适

应，并相信“坚持用下去，皮肤就能像周一样

富有光泽”。

然而，2015年2月初微博上曝出的受害

者照片彻底打破了孙卡对周的所有信任和

幻想。停用一周后，她的面部出现了和大

多数姐妹一样的症状：发红、发痒、干绷、

长痘。

当孙卡想在微信上向周讨个说法时，

周已经消失，只留下一次次累积起来达

7438元的汇款记录。

熟人营销 疑点重重
受害者张倩曾和周在维也纳有过

一段交集。据张倩回忆，周会买各种各

样的韩国面膜进行试用对比，不好用的或

过期的面膜，就在一个叫作“欧拓社区”的奥

地利华人论坛上转手卖给留学生，事后还向

她炫耀，自己如何把孬货卖给了“傻子”。

周后来向粉丝公开的一份来自广东产品质量

监督检验研究院（以下简称广东质检院）的质检报

告，打消了张倩对面膜安全性的顾虑。2015年1月

16日起，回国后的张倩先后从周那里买了35片蚕丝面

膜，用到第8片时，第一批脸部出现过敏症状的姐妹在微

博上发出了自己的照片。张倩看到一位脸上长满了红肿

痘痘的受害者时，当场哭了出来。

“我没想到她连我都骗。”除了被朋友欺骗的心伤，更让

张倩愤怒的是，周梦晗连一句“对不起”都没说，就把她从微

信里删除了。

事实上，张倩并不是唯一一个被周欺骗的朋友。周的初中

同学李伊菲连续用了两百多片周的蚕丝面膜，大家向周“讨伐”

时，她仍无比信任周，还在微博上说好话维护她的“挚友”。

然而2月5日，停用面膜没几天的李伊菲在微博上发出了一张“面

部过敏性皮炎”的医院诊断证明，并删除了所有支持周的微博。

“如果一种护肤品有立竿见影的效果，那就要慎重使用。”南京市妇

幼保健院皮肤科主任医师马小玲说，有商家会在化妆品中添入糖皮质激

素，使皮肤在短时间内变白变亮，然而一旦停止使用这类产品，皮肤就会

突发性地变红、发痒、长痘，也就是所谓的激素依赖症状。

“我们往往会更加信任自己关系圈里的人，这是典型的熟人营销。”中国社

会学会理事、中南大学社会学系主任潘泽泉认为，中国的社会是一个关系型社

会，微信朋友圈就是熟人社会的缩影，它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熟人信任”与现代

网络技术结合，打破了一对一的关系模式，复制出了无限广阔的关系网络。

出事之后，周梦晗成了粉丝和朋友眼里不折不扣的“说谎惯犯”。当初她自称是从

奥地利“毕业”回国，但与周同专业的同学透露，周并没有毕业，而是瞒着教授悄悄退学；

她口中“本来一片140块真是脑子抽了才卖给大家19块”的蚕丝面膜，据知情人士透露，

进货价仅6元；至于当初信誓旦旦的“出问题照价赔偿100倍”，更是一张空头支票。

更为吊诡的是，周当初提供的那份来自广东质检院的质检报告中，面膜的生产单

位“武汉市硚口区聚美化妆品厂”只是一家从事化妆品网上销售批发的个体经营企业，

并不生产化妆品。经理周龙飞明确告诉记者，自2014年8月企业注册以来，他从未接到

过来自河南郑州周梦晗的订单。

广东质检院化妆品项目工程师侯先生向记者介绍，他们只负责根据委托方要求的质检

项目，对送检面膜样品进行质检。而委托方的身份信息、面膜的受检单位和生产单位的信息，

他们不负责核实。

周拿去质检的面膜究竟是不是她在微信朋友圈里卖的蚕丝面膜？面膜的生产厂家到底是

哪里？就面膜使用者反映的种种问题，记者试图联系周梦晗本人进行核实，但截至记者发稿前，

未得到任何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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