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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大商家与其牺牲自
身信用刻意制造消费
热点、苦心孤诣大搞“花
式营销”，倒不如多多注
重商品质量和服务水
平的提升，让商品的外
在名气与内在品质相
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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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 棣

前有“饥饿营销”战术屡试

不爽，后有大蹭网络热点宣传造

势，再到专业团队策划消费热

点，近年来，随着消费领域的不

断扩展和消费市场的日渐壮大，

越来越多的商家开始醉心于各

种营销策略。“网红营销”“节日

营销”甚至“悲情营销”层出不

穷，大有“乱花渐欲迷人眼”之

势。身处其中的消费者自然晕

头转向，不由感叹购物消费还得

有双“火眼金睛”。

在消费升级趋势凸显、消费

主体年轻化的市场环境下，运用

营销手段促进销售业绩提升无

可厚非。而且，好的营销方式本

就是树立品牌形象、激发市场活

力的有效途径。但是，频频被

“花式营销”“洗礼”的消费者也

发现，价格先提后降、商家延迟

发货、被无故砍单等遭遇屡见不

鲜。而自己所追捧的“爆款”中，

也不乏添加违禁成分的美白产

品、容易爆炸的发光气球、过期

变质的果汁甜品……个别商家

过度追求营销策略乃至虚假宣

传，忽视产品本身质量甚至制假

售假，如此违背市场经营准则牟

取不当利益，也让“花式营销”多

了几分不良意味。

2019年3·15消费维权年的

主题是“信用让消费更放心”。

信用是企业生存的灵魂，也是行

业中最珍贵的资源和核心竞争

力。从这个角度来说，侵害消费

者权益、扰乱消费市场秩序的营

销行为，则是商家对自身信用的

透支。长此以往，不仅商家自身

形象受损、生存举步维艰，更打击

了消费者对整个消费市场的信

心，酿成劣币驱逐良币的恶果。

随着消费领域法律制度和

监管手段的完善创新，以及信息

传播和市场竞争的提速升级，越

来越多的消费者不再盲目相信

“花式营销”。毕竟，相比令人疲

惫不堪的消费体验，物美价廉的

产品、货真价实的诚意，才更能

让消费者动心。这也给广大商

家以提醒，与其牺牲自身信用刻

意制造消费热点、苦心孤诣大搞

“花式营销”，倒不如多多注重商

品质量和服务水平的提升，让商

品的外在名气与内在品质相匹

配。当然，对于超出法律底线和

行业规定的营销行为，还需要在

市场监管层面予以严厉打击惩

处。此外，规范市场营销行为也

要靠社会信用体系的不断健全，

以及消费者健康消费观念的树

立和维权意识的增强，这些仍需

我们共同努力。

年 年 提 打 假 今 年 新 在 哪
从严厉打击制售假冒伪劣行为到让违法者付出付不起的代价，政府工作报告连续

6年提到打假，措辞越来越严厉，彰显打假决心

□ 杜 鑫

在基层扎根 40 多年的民

警郝世玲，日常工作中接触过

不少假药、假酒案，对假货深恶

痛绝。

几年前，她所在的陕西省

西安市公安局莲湖分局劳动南

路派出所破获了一个为了延长

面食保质期而往面条里加甲

醇的案子，至今让她咬牙切

齿：“含甲醛 35%~40%的水溶

液通称福尔马林，对人体危害

非常大。”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

依法打击制售假冒伪劣商品等

违法行为，让违法者付出付不起

的代价。全国人大代表、陕西省

西安市公安局莲湖分局劳动南

路派出所民警郝世玲在此处做

了一个重点标记。

首 提“ 让 造 假 者
付出付不起的成本”

《工人日报》记者梳理发现，

这是政府工作报告连续6年提

到打假。2014年的报告提出：

大力整顿和规范市场秩序，继续

开展专项整治，严厉打击制售假

冒伪劣行为。2015年的报告提

出，严肃查处制售假冒伪劣行

为，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2016

年的报告提出，依法严厉打击侵

犯知识产权和制假售假行为。

2017年的报告提出，严肃查处

假冒伪劣、虚假广告、价格欺诈

等行为，加强消费者权益保护，

让群众花钱消费少烦心、多舒

心。2018年的报告提出，决不

允许假冒伪劣滋生蔓延，决不允

许执法者吃拿卡要。

一些代表委员认为，从政府

工作报告历年对于打假的不同

表述来看，政府对于打假的态度

越来越严厉，这彰显了打假的决

心，也是民心所向。

“让违法者付出付不起的代

价”是今年报告关于打假的一个

新提法。对此，国家市场监管总

局局长张茅表示：“我们将依法

严格监管，实行最严厉惩罚，创

新制度。比如，巨额惩罚制度、

巨额赔偿制度、内部举报人制

度，严格销毁我们没收的假冒伪

劣产品，让造假者付出付不起的

成本。”今年将重点打击食品、药

品，以及儿童、老人用品等领域

假冒伪劣行为。

实际上，加大对造假者的惩

罚力度是近年来代表委员们一

直呼吁的。全国政协委员、浙江

省高院副院长朱新力在去年的

两会上就曾建议设立更严的惩

罚性赔偿措施，让造假者“一次

造假、终身负债”。

郝世玲今年则带来了让制

假行为直接入刑的相关建议。

违法成本太低致使
假冒产品屡禁不绝

全国政协委员、贵州盘州

市淤泥乡岩博村党支部书记

余留芬对“让违法者付出付不

起的代价”这个新提法连连叫

好，她对此感受颇深。

余留芬所在的岩博村2000

年时，村里人均年收入不到800

元，1/3的村民没过温饱线。她

当选村党支部书记之后，整合村

里十几家生产户建立了岩博小

锅酒厂。

近两年，该酒厂生产的“人民

小酒”迅速热销，但是也随之出现

了很多山寨品。该酒厂还遭到了

这些山寨厂商的恶意竞争。

这位女支部书记眼睁睁看

着自己的心血被仿冒，多次流下

眼泪。在她看来，假冒产品屡禁

不绝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违法

成本太低。罚款对于造假者来

说，就是“罚酒三杯”。

据媒体报道，有权威研究机

构对近6年的假货犯罪相关罪

名裁判文书进行了分析，发现在

司法实践中，有明显的轻缓倾

向：被判处拘役而适用缓刑的达

48.5%(7317 人)，判处 3年以下

有期徒刑而被判处缓刑的比例

达60.19%(47,787人)。

对造假的处罚力度不够还

有一些客观原因。郝世玲在基

层执法过程中发现，假货认定

难、执法周期长、成本高的问题

普遍存在。

据悉，目前执法部门在查处

仿冒团伙时往往需要现场认定

销售额才能确定是否触犯刑

法，但仿冒团伙在实际运作过

程中具备了反侦查意识，通常

将货物、商标分离，分散生产、

售前组装，订单化生产假货而

不囤货，减少被查获的假货货

值，规避刑事风险。此外，对于

一些线上售卖的造假者，受害

企业由于缺乏先进的互联网技

术往往很难掌握仿冒团伙的实

际销售金额，也无法追踪到制

售假货的源头和相应团伙的真

实身份。

如何让造假者付出
付不起的代价

采访中，加大对造假者的惩

罚力度，让造假者付出付不起的

代价，已经成为很多代表委员的

共识。他们纷纷支招——

郝世玲建议，提高制售假

货犯罪成本，降低制售假货入

刑门槛，让制假行为直接入

刑。其中，对涉及食品药品等

人身安全的制假售假者要从重

处罚，对屡教不改的累犯惯犯

从重处罚。

“将制假被起诉者申请列入

失信人名单。”余留芬建议，要像

抓酒驾、治“老赖”一样加大对造

假者的惩处力度，限制其坐飞

机、高铁，限制其自由，才能真正

让制假售假者感到疼痛，从而起

到有力的震慑作用。

不过，代表委员们也意识

到，打假难题仅靠单方面难以解

决，必须社会各界联合行动。

全国政协委员、天津市律师

协会会长杨玉芙认为，应建立以

政府为主导，社会各方参与的保

护知识产权，打击制假售假的体

制机制，综合运用推广数字经济

治理体系的新技术、新模式，确

保制假售假者无处藏身。

余留芬也认为，数字经济

时代，应借助新技术创新打假

方式，加大对电子证据认定的

实践应用，对造假者实施精准

打击。

“ 花 式 营 销 ”也 得 靠 诚 信 站 住 脚

农资打假护春耕
春耕生产时节，全国各地多部门组织执法人员开展专项检查，严厉打击销售假冒伪劣化肥、种子、

农药等违法行为，维护农民合法权益，确保农民用上放心农资，保障春耕春播生产。

在河北省沧县杜林回族乡农贸大集上，一位农民观看展示的

非法农资产品。 新华社发（周洋 摄）

山东省枣庄市山亭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执法人员在一家农资

经营点检查。 新华社发（李宗宪 摄）

在湖南省郴州市嘉禾县石桥镇一家农资销售点，执法人员检查待售的农资产品。

新华社发（黄春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