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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面膜差点入伙网络传销
山东人何倩微信朋友圈有一位销售面膜的好友，几个月前，她

注意到对方在朋友圈推销一款声称是国外进口的面膜，看上去销售
情况“火爆”。

何倩说，看着对方每天在朋友圈晒有关面膜的各类证书以及销售量、交
易截图，她动心了，花5000元成了对方招募的代理。作为代理，单批次至少
要拿50盒2000元的货，均价40元一盒；一次拿5000元的货，可以买150
盒，相当于30多元一盒；而这款面膜对方在朋友圈的单盒售价为80元。

“当询问如何更快地销售自己手中的面膜时，对方却建议我不
要将赚钱的方式仅局限于销售面膜，让我想办法招募代理，称只要
成功招募一名代理，便可以从拿货款中获得 30％提成。”何倩怀疑
这可能涉嫌传销，就退货一事联系对方，却被拉入“黑名单”。

中国公安大学城市安全研究中心专家李小波介绍，微商传销本
质上不再以商品买卖为目的，而是纯粹通过发展下线牟取暴利，何
倩遭遇的微商已经涉嫌网络传销行为。2016年3月，国家工商总局
发布新型传销活动风险预警提示，不管传销组织如何变换手法伪装
自己，只要同时具备“交入门费”“拉人头”“组成层级团队计酬”就可
认定为涉嫌传销。

打着政府旗号制造虚假繁荣
记者调查发现，微商传销蔓延速度快、涉及人员多、波及地域广、

涉案金额大，与传统传销相比更具有隐蔽性、欺骗性和社会危害性。
山东公安部门介绍，微商传销往往推荐化妆品、美容美体器械、

玉石之类的商品，利用会员优惠折扣、分享到朋友圈返现等手段诱
人加入，隐蔽性强。

“微商传销通常不强制缴纳加盟费用，但是要求购买货物才能
具备销售代理的资格。当成为代理后就发展次级代理，也就是俗称
的下线。”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法律权益部分析师姚建芳说。

在山东近期查处的一起微商传销案例中，一个披着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外衣的团伙利用微信销售原生态纸，只要购买就能取得会员
资格。会员可以在微信中分享链接，别人点击链接在该商家购买任
何东西，分享人都可以获得该笔消费利润40%的收益。同时会员可
以发展代理，一旦下线买东西，就可以获得6%至10%的利润。至案
发时，这一传销团伙共发展会员 14000 余人，遍及 30 个省区市，涉
案金额达1.2亿元。

目前涉嫌传销的微商有一个共同点，即在朋友圈炫富吹牛，夸
大宣传，有的甚至打着政府扶持、重点项目、中央部委特批等旗号，
制造虚假繁荣。

一位经侦民警告诉记者，很多微商传销者在朋友圈发布的交易
截图，实际是用电脑软件自动生成的，这些交易并不存在，却显示有
发货时间、发货单号。

专家建议对微商实行简单备案制
中国消费者协会副会长刘俊海建议，将原本难以规制的属于私

人之间的微商交易纳入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范围之内；完善广告法
有关网络广告的条款，加大网络虚假广告的打击力度。

目前，对于微商传销的监管主要依靠工商部门，但在实际操作
中需要各部门联合执法。业内人士建议，网信办、工信部、工商总局
等多部门应联合制定管理办法，将微商纳入监管，实行简单备案制，
尤其对资金去向进行监管。此外，微信、QQ等相关平台企业也要履
行社会责任，主动监管，及早发现问题，控制风险。

买面膜可能“被下线”
警惕传销渗透朋友圈！ 接种率仅为2%

流感疫苗为何不“流行”？
目前，微商概念火热。据中国互联网协会微商工作组估算，

2017年微商从业人员规模为2018.8万人。记者调查发现，近年
来，微商传销等新型网络传销呈高发态势，多地频频查处相关案
件。这些案件涉及人员动辄数十万人，金额达数亿元。

▋新华视点

儿科门诊人满为患，办公室里咳嗽声此起彼伏……今年冬天，流
感来势汹汹，监测数据显示，我国报告病例高于过去３年同期水平。

世界卫生组织指出，接种疫苗是预防流感最有效的方法。我国的
流感疫苗接种率目前尚未建立科学的统计，但从每年疫苗供应总数
3000万支推算，接种率仅为2%。“最有效的方法”为何乏人问津？记
者进行了调查。 ▋新华调查

多数成人对流感疫苗不“感冒”
2009 年 11 月，身为医护人员的合

肥罗女士接种了甲流疫苗，没想到却因
此感染了甲流。从此，亲朋好友在她的
劝阻下再没人敢接种流感疫苗。

专家指出，像罗女士这样因接种疫
苗感染病毒的几率极小。但除了像她
这样因自身经历而抵触疫苗的人，大多
数成人对接种流感疫苗也不大“感冒”。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的刘增
艳等曾对 18 岁以上的居民流感疫苗接
种及影响因素进行电话随访调查。结
果表明，即使在甲型 H1N1 流感大流行
期间，10853 份有效问卷中甲流疫苗的
接种率仅为10.67%，季节性流感疫苗接
种率为 7.43%。专家表示，考虑到问卷

在城市随访样本数占七成多，接种率较
低的农村地区所占样本数较少，因此全
国整体接种率还要更低。

中国疾控中心及多地疾控中心的
黄婷、范军星等在四川、河南抽样选取
9673人进行调查发现，不愿意接种流感
疫苗的有4381人。在这些人群中，三成
以上是因为“担心疫苗质量和安全性”；
26.5%是“对流感疫苗不太了解”；认为

“接种疫苗不能降低得流感的可能性”
的占 17.8%；而“流感是小病，不需要接
种疫苗”的占 5.0%。此外，也有人表示

“不知道有流感疫苗”以及“接种费用偏
高”，导致不愿接种。

未成年人家长对流感疫苗也不待见
虽是高危人群，未成年人的接种率

也不乐观。北京市中关村医院预防保
健科李美琴等曾随机选取该地区3所小
学中 2~6 年级学生的家长作为调查对
象，研究发现，受访家庭中的小学生只
有 33.0%在 2012 年接种了疫苗，2013
年有接种计划的仅有47.5%。

“我们根本没把流感当回事。”长春
市朝阳区一小学生家长马女士告诉记
者，孩子3岁以前接种了各类疫苗，都是
国家要求的一类疫苗，随着孩子渐渐长
大，接种疫苗的意识越来越淡。但在
2017 年 12 月末的流感高峰期，她的女
儿也中招儿了，而孩子所在班级得了流
感的差不多占班级人数一半，甚至还有
学生因流感住院治疗。

在江苏省滨海县，2016年托幼儿童

流感疫苗接种率仅为 12.87%——该县
疾控中心梅茂冬发现孩子们未接种原
因主要是家长担心疫苗不良反应，其次
为不了解流感疫苗、感觉孩子身体好不
需要接种。出人意料的是，私立幼儿园
儿童接种率高于公立幼儿园，农村户籍
高于城镇户籍，流动儿童高于本地儿
童，家庭月收入越高接种率越低。

“农村户籍的父母，虽然收入不高，
但更倾向于听从医生建议给孩子接种流
感疫苗这样的二类疫苗。而城镇户籍儿
童的父母虽然接受过良好教育，但对流感
疫苗认识存在误区，导致儿童疫苗接种率
较低。”梅茂冬认为，家长对流感疫苗的认
知水平，直接影响到孩子的接种率。

记者调查还发现，很多家长不愿意孩
子“多扎一针”，也导致流感疫苗未能普及。

让“疫苗君”成为“可靠卫士”
疾控专家表示，由于流感病毒会变

异，疫苗防护能力并非“万无一失”，如
目前使用的三价流感疫苗就难以抵御
今冬大肆流行的“乙型 Y 系病毒”。但
多年的疫苗使用情况证明，接种流感疫
苗是减轻流感流行危害的有效手段，可
以降低流感病死率及呼吸系统、心脑血
管系统严重并发症的发生率。

“流感疫苗进入我国虽然时间不短了，

但对大多数人来讲还是新事物，所以要想
让大家接受，就得告诉大家这个疫苗的优
缺点和接种必要性。”长春市疾病预防控制
中心预防医学门诊科科长孙于莉说。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表示，
将继续加强上市疫苗产品抽样检验和
生产现场有因检查，及时查处发现的质
量安全问题，涉嫌犯罪的移交公安机关
追究刑事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