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08.28 星期五0606 CHINA REFORMCHINA REFORM DAILYDAILY

本版编辑：刘梦雨 Email：crd_xyzhg@163.com 热线：(010)56805220

言之有信

红 黑 榜

（未完待续）

——来源：信用中国网站

信之苑 Credit PalaceCredit Palace

从监管角度看，需大力
整治行业乱象。今年3月
1日起实施的《药品、医
疗器械、保健食品、特殊
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广
告审查管理暂行办法》
明确规定，医疗器械广
告不得含有虚假或引
人误解的内容，广告主
应当对广告内容真实
性、合法性负责。因此，
品牌商应当诚信经营，
不能为了增加销量而
夸大产品功效。

2019年浙江省AAA级

“守合同重信用”企业公示名单（20）

□ 叶 子

在一些社交、电商平台，一

种叫“医美面膜”的护肤品广告

势头强劲。许多消费者却发

现，这些面膜鱼龙混杂、难辨真

假。探究方知，所谓“医美面

膜”，其实是一种医用敷料，针

对皮肤治疗和美容手术术后的

修复，可直接接触创面，属于医

疗器械，注册为“械字号”，主要

在医疗机构销售。市面上的普

通面膜则属于化妆品，注册为

“妆字号”。

严格意义上说，并不存在

所谓的“医美面膜”，而是将这

些“妆字号”面膜“改头换面”，

打着“械字号”幌子夸大宣传，

背后是商家偷换概念、有意误导

消费者。主要原因在于，“医美

面膜”宣称医用、安全，甚至“无

论何种肌肤都能使用”，这明显

是将医用敷料的作用“安”在自

己身上，还胡乱扩展到所有肌肤

护理上；另外，“医美面膜”这个

名字容易让消费者相信它有变

白、除皱、抗老等效果。须知，

即使是医用敷料也要遵医嘱使

用，且不能频繁使用，更何况可

能含有香精、添加剂等成分的

普通化妆品面膜。

当今时代，人们越来越关注

外在容貌。遍地开花的医疗美

容诊所、健身房、瑜伽班等都是

“美丽经济”的一部分，医疗美容

行业成为居民消费新热点。人

们希望选择一些安全的护肤品

进行护理，“医美面膜”正是抓住

了消费者这种心理。但是，这种

面膜一方面以医用敷料的旗号

打“擦边球”，一方面价格却贵得

离谱。曾有记者走访代工生产

“医美面膜”的工厂，一片面膜订

单价3元~5元不等，销售价却在

15 元以上。有商家称“卖得很

好”“太便宜了消费者不会信”。

可见，经过卖力忽悠、层层“包

装”，给其打上“医美”标签，是一

些不法商家赚钱的“秘笈”；消费

者却陷入“越贵越信”“越贵越

买”的“坑”。

杜绝这种“坑”，需要消费

者提高自身的判断力。对于类

似“医美面膜”等新产品，应该

避免盲目跟风，注意谨慎选择，

识别商家套路；同时，还应尽量

通过医院、药店等正规平台购

买医疗产品，如果使用后出现

不良反应及时举报、投诉，维护

自身合法权益。

监管部门应进一步发力。

国家化妆品卫生监督条例明确

规定，化妆品广告宣传中不得有

“化妆品名称、制法、效用或者性

能有虚假夸大”“宣传医疗作用”

等内容。相关部门应进一步严

格执法、督促企业合规合法宣传

自身产品。电商与社交平台也

应承担平台责任，对带货主播、

微商的资质进行相应审核，对自

媒体发布的内容进行有效监管，

切实管住那些“如此包装”的“医

美面膜”。

□ 乔 彩 王晶玥

“能祛痘、消痘印、收毛孔、

抗衰老、修复敏感肌……”一段

时间以来，被一些商家称为“拯

救皮肤神器”的“械字号面膜”

“医美面膜”等颇受追捧，借助电

商平台、社交媒介等营销渠道，

成为流行的护肤用品。

然而，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2020年1月就指出，所谓的“医

美面膜”实为医用敷料，按照医

疗器械管理条例，医疗器械产品

不能以“面膜”为名称，不得含有

“美容”“保健”等宣称词语。

专家指出，医用敷料成分简

单，主要作用为修复皮肤屏障，

并没有其他功效，管理规范医用

敷料市场迫在眉睫。如何促进

行业自律，有效约束电商平台，

引导消费者理性选择，是相关各

方面临的共同课题。

“‘医美面膜’的叫法
是被商家创造出来的”

“面膜我现在只用医美的！”

“我要把其他面膜的钱省下来全

买医美面膜！”……打开一些社

交平台，经常能看到关于“医美

面膜”的推荐。

“90后”女孩小李表示，自己

第一次使用“医美面膜”是在

2014年，在北京某三甲医院皮肤

科做了激光治疗后，医生给她开

了一款胶原蛋白敷料，其用法和

外观与普通面膜类似，但价格高

出好几倍。“薄薄一层，用完感觉

比较温和。”

2018 年前后，她发现这款

敷料开始在网上爆红，并被冠

以“械字号面膜”“医美面膜”的

名号。

今年8月中旬，在电商平台

上查询一些“械字号面膜”“医美

面膜”品牌，发现其销量巨大，其

中一款品牌月销量高达40万单，

还有两家店铺相关面膜销量均

达10万单。

尽管国家药监局今年1月就

宣布不存在所谓的“医美面膜”，

但在一些网络销售平台上，依然

能见到“医美面膜”的身影。

在某平台上搜索“医美面

膜”时，出现的综合推荐虽已与

面膜无关，但搜索“械字号面膜”

时依然有1万多条信息，并有以

“全能面膜”等为关键词的产品

推荐。另一个电商平台虽然屏

蔽了“械字号面膜”关键词搜索，

但搜索“医美面膜”时仍有近

2000个产品链接。

小李表示，自己经常在朋友

圈和美妆博主的推荐中看到“医

美面膜”的宣传，称其为“医院同

款”，可以“祛痘淡印”，“适用于

敏感肌肤”，“介于药与护肤品之

间”等。

专门从事面膜代理的妮妮

表示，市面上的“械字号面膜”在

产品包装上的名称都标注的是

“敷料”或“冷敷贴”，“但是为了

让没用过的顾客更好地理解”，

她在朋友圈发文时一直使用“医

美面膜”的称呼。

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外科医

院医生石蕾认为，市面上的所谓

“械字号面膜”，有些宣传过度了，

“医美面膜”的叫法并不是专业名

词，而是被商家创造出来的。

北京盈科（天津）律师事务

所专职律师高庆认为，“医美面

膜”的概念利用了消费者和医疗

人员之间的信息差，误导了消费

者，让消费者一看到这个关键词

就会想到“治疗”效果。

“医用敷料成分简单，
普通面膜成分更加复杂”

国家药监局指出，所谓“械

字号面膜”，其实是医用敷料，属

于医疗器械范畴。医用敷料可

以与创面直接或间接接触，具有

吸收创面渗出液、支撑器官、防

粘连或者为创面愈合提供适宜

环境等医疗作用。

石蕾介绍，“敷料”指用于保

护伤口、创面的医用材料，专门

用于医疗治疗的棉片、纱布、膏

药等就是医用敷料，而有些用于

治疗目的的敷料用类似面膜的

形式制造出来，在激光术、光子

嫩肤、水光针等医疗美容项目后

给患者使用，进行术后修复。

她还指出，医用敷料的成分

比较简单，“为了保证使用者不

过敏，会简化成分，基本上只含

有玻尿酸，而普通面膜为了提高

竞争力，如增加除皱、美白功能

等，成分会更加复杂”。

作为医疗器械，医用敷料在

生产工艺方面比普通面膜要求

更严格。上海市皮肤病医院医

生袁超指出，医用敷料的生产药

厂空气洁净度至少要在10万级

以下，更适合用在有创伤创面的

皮肤上。

对于多数“医美面膜”宣称

“敏感肌肤适用”，袁超认为，这一

说法并不准确。一方面，只能说

医用敷料对敏感肌肤有“舒缓、修

复”作用；另一方面，敏感肌肤在

实验条件下是有严格规定的，很

多患者声称自己是敏感肌肤，但

实际可能是皮肤病。同时，敏感

肌肤也分为很多类，比如生理性

敏感、病理性敏感，对是否适用于

敏感肌肤的表达应谨慎。

而对于“医美面膜”是否“介

于药和护肤品之间”，2019年1月，

国家药监局在《化妆品监督管理

常见问题解答》中明确指出，在

国家法规层面不存在“药妆品”

概念，对于以化妆品名义注册或

备案的产品，宣称“药妆”“医学

护肤品”等“药妆品”概念的，属

于违法行为。

此外，国家药监局还提示，

医用敷料应在其“适用范围”或

“预期用途”允许的范围内，由有

资质的医生指导并按照正确的

用法用量使用，不能作为日常护

肤产品长期使用。

这一点也得到了袁超的证

实。她接诊的病人中，就有一些

患者由于过度使用医用敷料导

致水合性皮炎。

“面膜只是皮肤的
‘零食’而非‘正餐’”

4月 3日，国家卫生健康委

等八部委联合下发《关于进一步

加强医疗美容综合监管执法工

作的通知》，强调行业应强化自

我管理主体责任、发挥行业组织

自律作用。分析人士认为，此举

将对规范医疗美容业发展起到

重要作用。

从监管角度看，需大力整治

行业乱象。今年3月1日起实施

的《药品、医疗器械、保健食品、

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广告审

查管理暂行办法》明确规定，医

疗器械广告不得含有虚假或引

人误解的内容，广告主应当对广

告内容真实性、合法性负责。因

此，品牌商应当诚信经营，不能

为了增加销量而夸大产品功效。

业内认为，市场监管部门应

大力打击产品虚假或过度宣

传，保证宣传语在商品应有功效

范围内。“既然医疗敷料属于医

疗器械范畴，就不该放任自流。”

高庆指出，医用敷料应当同其他

医疗器械一样严格控制流入市

场，相关部门未来需继续严格把

关，从法律、制度层面肃清行业

发展问题。

高庆表示，当消费者购买

使用医用敷料导致皮肤过敏、受

损时，可以向工商、市场监管、食

品药品监管部门等投诉，相关部

门可对商家处以罚单、警告，甚

至吊销营业执照，督促其完善

生产研发技术、调整产品宣传

方式。

对于电商平台，应督促其不

越位。根据电子商务法，商家如

虚假宣传，导致消费者权益受损，

电商平台承担连带责任。高庆

分析称，各电商平台理应规范商

品搜索关键词及说明，保证消费

者获得真实准确的产品信息，保

障消费者知情权和选择权。

袁超认为，电商平台应通

过细化归类来约束入驻商家。

“一款产品是医用敷料还是普

通妆字号面膜，其功效是补充

水分还是舒缓镇定，归类要更

加明确，以便于消费者了解情

况、按需购买。”

消费者自身要警惕面膜消

费陷阱。专家建议，消费者首先

要正确认识医用敷料功效，遵医

嘱购买，不过度使用；其次要树

立正确消费观，审慎选择适合自

己肤质的产品，不盲从不跟风。

“面膜只是皮肤的‘零食’

而非‘正餐’。”石蕾认为，消费

者出现皮肤问题时切不可擅自

购买普通面膜治疗，真正的护

肤应该注意不熬夜、多运动、少

吃糖等。

面 膜 岂 能“ 如 此 包 装 ”

“医美面膜”受追捧 消费陷阱须警惕

福建石狮福建石狮：：电商直电商直播激播激发市场活力发市场活力
今年以来，传统纺织服装生产基地福建省石狮市进一步培育发展电子商务，特别是电商直播

带货新业态，从无到有落成13个1000平方米以上规模的直播基地。当地通过举办直播培训班和一

系列网上直播交易会，将流量资源与产业资源有效对接，激发市场活力。据统计，今年上半年，石

狮市网络零售总额超过370亿元，同比增长41.5%，从业人员超过15万人。图为在石狮市千禧文化

直播基地，一名主播在后台人员配合下为服装带货直播。 新华社记者 宋为伟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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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越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海纳建设有限公司

浙江中艺建设有限公司

浙江佳和建设有限公司

浙江人和机械有限公司

横店集团东磁有限公司

浙江东驰钢结构有限公司

东阳市天金食品有限公司

浙江小九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英洛华装备制造有限公司

浙江省东阳木雕古建园林工程有限公司

义乌市达标塑料彩印厂

浙江绣水园林建设有限公司

浙江天驰服饰有限公司

义乌市恒风汽车城开发有限公司

浙江博尼时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梦森服饰有限公司

浙江宝丽姿伞业有限公司

义乌卓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宏胜建设有限公司

浪莎针织有限公司

浙江伊彤服饰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