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2 2020年8月24日 星期一
星级编辑蔡富根 组版王贤梅 校对陈文彪中国热点

“八成是假货”“九成为送礼”“十分不靠谱”
——标榜“专特供名酒”网络交易调查

“一瓶2015年的专供名酒，115000元。”记者近期

发现，多家网络平台上有卖家经营“专特供”名酒。

早在2013年，国家多部门就对“利用互联网销售

滥用‘特供’‘专供’等标识商品”进行了集中清理整顿，

并明确发文“严禁中央和国家机关使用‘特供’‘专供’

等标识”。

这些所谓的“专特供”名酒是真的吗？货从何来？

怎样交易？记者就此展开调查。

□ 据新华社（记者颜之宏 闫红心 杨洋）

暗语揽客、看图选货、网络交易
“某品牌名酒，2016 年，53 度，500 毫升，6 瓶，

83000 元。”记者在“京东拍卖”网络平台上见到，这款

酒起拍价比同款商品市价高出数倍，还标有拼音字母

暗语。

“拍品上的暗语字样，是一处知名建筑的缩写，卖

家以此暗示该拍品为‘专特供’品，所以价格昂贵。”经

业内人士指点，记者发现，常见的揽客暗语均是在暗示

商品的“专特供”属性。业内人士称“这是为了避开网

络平台技术监管”。

记者还发现，在闲鱼、转转等二手交易平台上，一

些卖家在用暗语揽客之后就会通过私信发送商品图片

供买家选择。记者收到的图片上，是多款带有鲜明专

特供标识的名酒酒瓶，样式不少。

为避责任搞假拍卖
记者注意到，此类酒品卖家大多数采取打着“拍

卖”幌子搞直售的方法。

“这款专供名酒直接购买 4700 元每瓶，确定需要

的话，我们为你做个专用链接。”随后这名淘宝店铺客

服专为记者发来链接，起拍价 4700 元、出价 5 分钟即

可完成竞拍，与直售无异。“京东拍卖”平台上也有此类

情况。

业内人士透露，卖家这种操作旨在逃避对酒品质

量与消费者权利承担法律责任。“阿里拍卖”平台上的

拍品下有这样的提示：拍品介绍均由店铺自行发布并

上传，“7天无理由退换货”服务为卖家可选服务，不强

制送拍机构提供。还有一些卖家在店铺介绍中提出，

店铺出售的商品不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一经售出，

不予退换。

真是“专特供”名酒吗？
据中国收藏家协会烟酒茶艺收藏委员会副会长陈

凯铭介绍，有些所谓“专特供”名酒是过去产物，2012

年后已对此严查严禁。

“现在的真品大多是当时残存的一小部分。”陈年

老酒鉴定专家、国家一级品酒师刘海向记者透露，据他

的经验，从网店流通入手的此类酒品八成都是假的，且

“专门造假的情况很普遍”。

记者从一名“高仿”名酒定制销售人员处得知，当

前制作假“专特供”名酒需求“挺旺盛”，他们有专门的

流水线和模式满足客户需求。“我们用正宗的基酒，还

会加入正品酒，保证有正品味道，外行喝不出来。”

另外卖家还告诉记者，6瓶一箱的假特供某品牌名

酒价格从 2000 元至 5500 元价格不等，价格越贵的品

相越真。“芯片是真的芯片”“包装都非常的贵，比普通

的酒贵几倍”“也有800元一箱的，但防伪过不了关，只

能过手机NFC（近场通讯）验证，酒精也比较次。”这位

卖家还强调“基本上找我的都是买假的”。

陈凯铭告诉记者，个别地方存在制售假“专特供

酒”产业链，花点钱就能买整套包装，包括酒瓶、酒盒、

防伪码全套产品，灌装什么酒都可以。

五粮液有关负责人表示，自白酒标签禁用“特供”

“专用”字样以来，五粮液严格落实要求，不再生产或授

权生产“专特供”酒，近年也再未对外销售过此类酒。

多名卖家告诉记者，购买者当中的一大部分是为

了“送礼”。

“时常有人买，90%都是拿去送礼。”有卖家告诉记者。

对于如何鉴定酒品真假的问题，陈凯铭、刘海等多名

专家均表示目前并无面向普通消费者的专门技术手段。

卖家则大多并不担心真假问题。“你见过人家收了

礼敢拎着一箱酒去验真假吗？”一名卖家问。

酒可能假但责任必须真
多名专家均表示，不少所谓“专特供”名酒仅是“打

个名头”“名实不符”，有的甚至质量低劣。

“以标榜‘专特供’为荣，背后是官僚主义和特权思

想。”中国人民大学纪委办副主任王旭教授建议，各级

监察委可将此类现象纳入日常监督重点，通过巡视巡

查、信访处理等发现线索，加强对公职人员尤其是党员

领导干部进行问责追责，消除特权思想、警惕奢靡之

风、防止利益输送。

对用“假拍卖”逃避责任的手法，中国消费者协会

专家委员会专家邱宝昌表示，虽然拍卖法规定了拍卖

人、委托人在拍卖前声明不能保证拍卖标的真伪或者

品质的，不承担瑕疵担保责任。但在声明不免责的同

时进行虚假宣传同样不合法，应承担法律责任。他还

强调，卖家不能自我免除法定义务，其对所售产品应承

担的法律责任不变。

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互联网法律研究中心主任高

艳东认为，部分商家在网络平台销售法规政策禁止售

卖的物品且涉嫌虚假宣传、违反反不正当竞争法，监管

部门可对其处以行政处罚。网络平台则应采取更积极

的技术手段，对“暗语交易”实施监管，真正尽到合理审

核义务。

中国酒业协会相关负责人提醒，广大消费者在购

买酒类产品尤其是高端酒类产品时，一定要擦亮双眼，

尽可能选择正规购买渠道，避免买到假货，维权困难。

此外，酒类行业也要加强规范管理，一旦发现存在制假

售假现象，要及时向相关管理部门反映、举报。

步步领先变为步步入坑？
早教英语“抢跑”背后乱象多

家有孩童，谁也躲不过早教的诱惑。近两年，早

教英语培训机构在各大城市遍地开花。其中号称“国

际背景”的早教英语课程价格动辄上万元，仍旧被部

分年轻父母追捧。幼儿如何接受早教英语，到底能教

给孩子什么？记者近日深入早教英语培训机构进行

调查。 □据新华社（记者 白丽萍 王菲菲）

早教英语成“新时尚”
“早教英语全球同步”“婴幼儿时期是接受早教英

语的黄金阶段”“我们是英国皇室授勋表彰的早教英

语”……在很多城市的商圈和主路段，经常会遇到早

教英语培训机构类似“洗脑”式的推销，并受到部分年

轻父母的热捧。

记者走访发现，目前早教英语培训机构招收的学

员年龄不断下探，很多不到两岁的孩子已经开始加入

英语培训行列，且这些英语培训课程价格不菲，一年

学费少则几千元，多则上万元。

记者来到甘肃兰州夏恩早教英语培训机构了解

相关课程情况，负责咨询的工作人员马千里告诉记

者：“课程按照宝宝年龄分成不同阶段，如果是3岁之

内的宝宝，共有 50 节课，一周两次课，一节课 45 分

钟，一学年的费用为 1.3 万元，一节课价格约为 260

元。要是一对一私教课会更贵一些。”

“高大上”的课程下，却是内容的空壳化。在走访

中，记者发现早教英语的教材资料“五花八门”，不少

机构都宣称，自己的教材是英美某著名教育机构编

纂，但内容主要是让孩子学会打招呼和简单的单词练

习，设置的教学游戏也大同小异。

换洋外教如同“走马灯”
记者采访发现，不少早教英语培训机构都将外教

授课作为噱头，而来自欧美等国家、形象好的外教更会

被当成机构招牌来吸引家长。然而，这些外教资质不

一，且更换频繁，对于其更深背景，家长更是无从知晓。

按照规定，受聘于中国境内教育机构工作的外籍

教师，除了身体健康、无犯罪记录外，还必须具有大学

学士以上学位和两年以上相关工作经历，或具有国际

认可的专业教师资格证书，并在省级人社部门取得外

国专家证和由省出入境管理部门颁发的外国人员就

业证，才有资质任教。

兰州一位早教英语培训机构知情人告诉记者，市

场上真正持有工作签证的外教很少，大部分是持旅游

签证且此前从未从事过教学工作。而培训机构在介

绍时，一般会模糊外教身份。“我们有一位女外教对外

称来自英国，实际她只是在英国留过学。我们担心家

长有意见，一般会模糊外教具体背景。很多家长听不

出口音，看到是外教就行。”

监管空白应尽快填补
相关人士认为，目前早教英语行业市场处于混乱

期，相应的教材、师资等方面缺少标准，在监管方面尚

处空白。

记者调查发现，目前涉及早教英语培训机构多以

教育培训中心、教育咨询公司名义在工商部门注册后

进行商业运营，工商部门无法对此类机构的办学标

准、师资准入、监督考核做出客观评价，而教育部门没

有相关审批权，更是没有权限进行管理，导致此行业

陷入“几不管”的空白地带。

“早教英语的目的是为了让孩子更好地成长，如

果一定要在入学前教孩子什么，应该是自理能力、学

习及行为习惯、社会适应能力等，学会符合孩子成长

规律的知识。”兰州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副教授王茜

表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