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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鲜灯”在各地超市、菜市场中被
普遍使用，进而形成了一种“光学营销”
套路——红灯搭配冷白光用于鲜肉区，
增强鲜肉新鲜感；绿光搭配正白光用于
蔬菜区，让蔬菜看起来更新鲜；冷白光用
于海鲜区，让水产看起来更鲜活……虽
然消费者买回家后感觉上当进行了投
诉，但商家对此却不以为然，甚至一些地
方市场监管部门也认为，判断是否欺骗
消费者的关键，是商家所售卖的商品是
否合格。如果商品质量合格，只是利用

“生鲜灯”作为营销手段，这种情况并不

违法违规。
事实上，无论农产品质量如何，使

用“生鲜灯”本身就容易误导消费者，
涉嫌违法。当今时代，美颜滤镜泛滥
已不是新闻，但连线下生鲜也被“卷”
到，还是多少让人郁闷。毕竟，生鲜是
入口之物，许多人线下探店，为的就是
亲自挑选一口新鲜。某种程度上，这
也是去实体店买东西让人放心之处。
可“生鲜灯”大行其道，却直接消解了
这份难得的信任。强光扮靓、假面示
人，无异于“自毁长城”。试想，只要有

过一次强烈的“被坑感”，谁又愿意再
次走进同一家生鲜铺子购买那些被美
化过的东西呢？

视觉上的“提质”“遮瑕”，只是虚
幻的“镜花水月”。对集中上线的“生
鲜灯”，相关部门有必要明确相应管理
办法，制定生产、使用方面的行业标准
和规范，以强弱适宜的光源，还商品本
来面目，避免消费者吃哑巴亏。用“生
鲜灯”给食物加“滤镜”这种乱象，该收
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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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海关总署禁止进口日本福岛等十个县（都）食
品，引起人们对进口食品安全的关注。记者走访发现，进
口食品领域存在不少问题：有的是已被禁售的来自日本核
辐射区的食品；有的包装都是外文完全看不懂；有的披着
进口“外衣”实则国产。

乱象一乱象一 被禁售食品还在大卖被禁售食品还在大卖

周女士近日整理网购的进口日货，发现有三件食品来
自核辐射地区，前两者产地为长野县，后者为群马县。本
月初，海关总署禁止进口日本福岛等十个县（都）食品，长
野县、群马县都在其中。记者在一家平台上搜索日本食
品，找到两个主营日货的店铺，分别名为“鱼藤食品屋”和

“澳门SALE SHOP闪电直邮”，从店铺展示的商品详情页
可以看到，有不少进口食品的产地为核辐射地区，比如“鱼
藤食品屋”售卖的S&B七味粉来自东京都、越光米来自新
潟县、炊饭素来自埼玉县。

记者从两个店铺分别购买了日本S&B四级辛口咖喱
和S&B 黄芥末粉。其中，S&B 四级辛口咖喱的月销量为
28件，商品评价超过100条，S&B黄芥末粉月销量也达到
10件。收到货后记者看到，前者产地为栃木县佐野市，后
者产地为埼玉县东松山市，均在禁止名单之列。被禁止的
食品为何还在卖？记者联系两个店铺客服，但是都没有得
到答复。

乱象二乱象二 包装全是外文顾客只能猜包装全是外文顾客只能猜

记者发现，很多网购的进口食品包装上没有贴中文标
签，想要了解详细信息只能靠猜。

记者网购了一包婴幼儿辅食，外包装上唯一的地址
为“东京都墨田区吾妻桥”。商家解释说，这个地址对应
的是“贩壳者”，意思是母公司总部。“制造者”是生产厂
家，“制造所”才是具体工厂地址。“这个制造所记号为
YZM，对应产地是三重县，并非日本核辐射区。”至于包
装上为什么没有中文标签，商家根本不解释，仅答复可以
申请退货。市民刘女士网购了一包泰国的草本茶，拿到
手后发现包装上全是密密麻麻的泰文，“只知道里面是一
堆香草，至于具体都有什么植物，怎么保存怎么冲泡，两
眼一抹黑。”

我国《食品安全法》第九十七条明确规定，进口的预包
装食品、食品添加剂应当有中文标签。标签应当载明食品
的原产地以及境内代理商的名称、地址、联系方式。预包
装食品没有中文标签、中文说明书或者说明书不符合本条
规定的，不得进口。

不少售卖无中文标签进口食品的网店为了撇清责任，
干脆在购物须知中做了特别标注。

乱象三乱象三 一些进口货就是穿层一些进口货就是穿层““外衣外衣””

10元3瓶的德国啤酒、10元一盒的北海道布丁、15元
一包的菲律宾糖果……在大街小巷的进口食品折扣店
里，各种促销广告加上布满外文的商品包装让人眼花缭
乱。记者来到劲松一家进口食品折扣店，二三十平方米
的小店内贴满“特价”标签。“巧克力是哪国的？有别的
口味吗？”一位老人打量着货架上琳琅满目的进口食品，
不时询问店员。不过，这里售卖的“进口货”并非都是漂
洋过海而来。

记者注意到，一款正在特价售卖的芝士鳕鱼肠，外包
装上印着多种日文元素，配有三文鱼图案，乍一看以为产
自日本，仔细看完背后的中文标签才发现产地是福建省漳
州市。一款名为“北海道乳酸菌布丁”的零食，有醒目的

“北海道”字样，商品的封口处、图案旁也都标注了日文，但
翻到商品背后可看到产地是福建省泉州市。记者在这家
店内还看到了包装印有韩国首尔字样、却产自山东青岛的
炸鸡；出品商一列加粗写着菲律宾、产地却是福建泉州的
糖果；包装写着日文、却产自广东汕头的速溶咖啡粉。

崇文门附近的一家进口食品折扣店内也有类似情
形。这家店号称主打进口啤酒，记者观察后却发现，其销
售的几款啤酒，产地均为山东德州。

可观的利润促使一些商家打着“进口”旗号吸引顾
客。一个进口食品批发商告诉记者，进口食品的毛利率比
国产食品高出不少，一般可以达到35%至50%，而国产食
品的毛利率仅在10%至15%，“饼干、糖果、巧克力这三类
产品的利润是最高的。”

提醒提醒 最好索要食品最好索要食品““身份证身份证””查验查验

海关业务专家提醒，普通消费者选购进口预包装食
品，首先应查看是否有中文标签，如果对食品产地或生产
质量有疑虑，可向经销商索取进口食品的“身份证”，即海
关出具的检验检疫证明，这个证明详细记载了进口食品的
名称、原产地、生产日期、品牌等信息。另外还可登录海关
总署网站查看相关食品是否获得准入，只有经评估并获得
我国准许进口的特定国家地区的特定产品方可入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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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要禁用给食材美颜的“生鲜灯”
产地已在禁止名单 全是外文看不懂

警惕“假冒危”进口食品

生活中，不少消费者都有这样
的体会：在超市、菜市场灯光下看
着光鲜的肉食、水灵的蔬菜，买回
家后却发现并不新鲜“养眼”，成了

“买家秀”和“卖家秀”的区别。其
实，肉还是那块肉，“奥妙”都在灯
上。在店里，经营者专门用来给生
鲜农产品提色增亮的灯具，被形象
地称为“生鲜灯”。尽管“生鲜灯”
让一些消费者感到上当受骗，但由
于此前法律法规并未禁止使用“生
鲜灯”，所以也就不了了之。如今

“生鲜灯”的好日子到头了！近日，
市场监管总局公布《食用农产品市
场销售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办法》
（自2023年12月1日起施行），该
《办法》明确销售生鲜食用农产品，
不得使用“生鲜灯”误导消费者。

“在菜市场明明看上去很新鲜的肉，
怎么买到家就变样了？”在农贸市场买过
菜的消费者恐怕都对生鲜摊位上一排排
具有“美颜”效果的生鲜灯不陌生。“生鲜
灯”是一种通过调整光照颜色而使生鲜食
品呈现出更加鲜艳颜色的灯具，因成本低
而又使用方便，应用十分广泛。在“生鲜
灯”的照射下，生鲜肉类往往显得色泽格
外红润鲜嫩，有些夸张的灯甚至有可能影
响消费者的色觉感官，就算是肉类有些不
新鲜，消费者在这种光线照射下也很难分
辨。但一旦回到自然光或接近自然光的
灯具下，不新鲜的肉立即“现了原形”。

消费者遭遇的背后，是“生鲜灯”的火
爆销量。记者搜索淘宝等网购平台发现，
销量高的“生鲜灯”月销上千。以“生鲜
灯”为关键词进行搜索发现，系统推荐的
某广东中山卖家售卖的“生鲜灯”月销
2000+，在宝贝标题页面写有“生鲜猪肉灯
冷鲜肉海鲜灯卤菜熟食店专用灯”等字
样。另一家售价25元起的广州卖家宝贝
页面图则显示，“终身售后”，该宝贝月销
4000+。在宝贝详情页面，“好生意都用生
鲜灯”“好看才好卖”“不好看，谁会买？”

“使用普通的照明灯，肉质略显发黑，无法
激发客户的食欲”等描述清晰可见。

一名客服人员告诉记者，可以根据
不同需求提供不同灯光搭配方案，记者
以 4 平方米左右的肉摊咨询，一家店铺
建议，装3个红白光的75瓦“生鲜灯”即
可。根据瓦数大小、灯珠材质、是否防潮
防雾防水、能否调节亮度颜色等，“生鲜
灯”的价格也不同，最便宜的20瓦“生鲜
灯”价格大约在 25 元，而带旋钮可以调
整颜色的“生鲜灯”最便宜也要60多元，
而最贵的200瓦充电遥控款生鲜灯则需
要160多元。客服人员表示，遥控款“生
鲜灯”虽然好用，但是比较麻烦，因为“没
有记忆功能，关灯之后要重新调。”

““生鲜灯生鲜灯””可为肉类蔬果可为肉类蔬果““美颜美颜”” 网购平台月销高达网购平台月销高达40004000++

记者发现，在“生鲜灯”颜色上，针对
不同的使用场景也进行了“细分”。如有
网店在宝贝分类中明确：最新款猪肉灯
（红白光）特殊光色肉显红白；“专业鲜肉
灯”“专业冷鲜冻货灯”“专业海鲜灯”“专
业熟食灯”等分类的颜色均为红白光；

“豪华烧腊烤卤肉鸭烤鸡”则适用于红黄
光；专业熟食灯标注了红暖光；专业蔬菜
灯标注了绿白光。此外，还有部分灯具
有遥控器调光功能，写明“多红多白都可
以调。”

一位“生鲜灯”的销售商表示，根据

不同使用场景“生鲜灯”的颜色也不同。
比如，红白色灯珠的“生鲜灯”一般用在
生肉照明比如猪牛羊肉等。而红黄色、
暖黄色灯珠的灯一般用在熟食、卤肉等
档口。此外，还有给海鲜、水果等其他品
类用的不同颜色的灯。至于使用效果，
商家打包票说，用了这种“美颜灯”不新
鲜的肉也可以假乱真，隔夜肉同样不在
话下。

关于“生鲜灯”的吐槽由来已久，去
年就有媒体报道称，有网民通过在线问
政平台反映，自己在菜市场明明买了颜

色鲜艳、富有光泽的鲜猪肉，但是拿回家
后，猪肉的颜色却变了，感觉不怎么新鲜
了，“都不认识了。”记者曾走访发现，超
市中的LED灯，黑色灯罩内围绕中间的
发光管，布满了白色的小灯珠。尽管光
线看起来都是耀眼的白色，但在不同商
品区域营造的视觉效果却不同：水果和
糕点区域，灯光照射的区域呈暖黄色；生
肉和肉制品区域呈艳红色；水产品区域
光线明显偏冷偏蓝；生肉摊上则悬挂着
一种圆形灯罩LED灯，小灯珠更密集，灯
光照射下肉质显得很新鲜。

不同颜色适用不同场景不同颜色适用不同场景““生鲜灯生鲜灯””多红多白都可以调多红多白都可以调

消费者对于“生鲜灯”误导消费的
抱怨、投诉、举报如今相当普遍。对此，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日前公布的《食
用农产品市场销售质量安全监督管理
办法》明确规定，销售生鲜食用农产品，
不得使用对食用农产品的真实色泽等
感官性状造成明显改变的照明等设施
误导消费者对商品的感官认知，同时，

《办法》结合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以个
体散户为主的突出特点，按照“警示为
主，拒不改正再处罚”的基本原则设置

法律责任，将部分条款的罚款起点适度
下调。这一新规将于今年 12 月 1 日起
施行，这也意味着禁用“生鲜灯”已经进
入倒计时。

有人可能认为，“生鲜灯”只是给生
鲜农产品“加个滤镜”“美个颜”，没有实
质性改变商品质量，也没有剥夺或者限
制消费者的选择权，为什么要禁用呢？
对此，有法律界人士分析指出，《消费者
权益保护法》规定，消费者享有知悉其
购买、使用的商品或者接受的服务真实

情况的权利。经营者向消费者提供有
关商品或者服务的质量、性能、用途、有
效期限等信息，应当真实、全面，不得作
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宣传。外观、颜
色、光泽等感官性状都是判断农产品品
质优劣和新鲜程度的重要指标，也是消
费者做出消费决策的重要依据。“生鲜
灯”明显改变商品的部分感官性状，掩
饰了商品的真实信息，有可能对消费者
的感官认知造成误导，进而误导他们的
消费决定。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出手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出手““美颜神器美颜神器””被禁止使用被禁止使用

媒体评论媒体评论 用用““生鲜灯生鲜灯””给食物加给食物加““滤镜滤镜””乱象该收场了乱象该收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