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随着连日的高温天气，夏日防晒市场“火
爆”了，防晒需求不断增加，防晒衣销量暴
涨。再加之暑假出行高峰的到来，让本就火
热的防晒市场再添一股热浪。在这一波热潮
中，消费者购买的重点从单一的防晒产品转
移到防晒用品的搭配使用方面，防晒衣更是
成为众多爱美人士的首选。

防晒需求激增
高温天气助推防晒衣销量猛涨

据悉，今年春夏，天猫平台以服饰穿
搭为主的硬防晒装备新品规模是去年的
两倍，618 期间服饰类的防晒新品成交同
比 增 长 180% ，防 晒 衣 GMV 同 比 增 长
136.70%，单一消费者购买防晒服饰的件数
是过去的 2 倍~3 倍。

据华经产业研究院发布的《2023-2029年
中国防晒服饰行业发展前景及投资战略咨询
报告》显示，我国防晒服饰行业的市场规模由
2016 年的 459 亿元增至 2022 年的 675 亿元，
年复合增长率为5.9%，远高于全球平均增速，
2022年同比增长10.47%，预计今年市场规模
将达到742亿元。

“防晒科技”遭质疑
真科技还是整“花活”？

职场白领刘女士告诉记者:“今年夏天我
就是准备把防晒衣穿到脖子上，然后再戴一
顶防晒帽，搭配防晒脸基尼，加入硬核防晒大
军，直到上周我还下单了一件‘玻尿酸’防晒
衣，据说能够滋润肌肤，但是穿了感觉跟普通
的防晒衣没什么区别。”

除了刘女士所述的“玻尿酸”防晒衣，
记者在各大网购平台和社交平台了解到，
关于防晒衣的“黑科技”五花八门，包括含
有木糖醇成分的防晒衣、能够驱蚊的防晒
衣、具有抑菌功能的防晒衣，以及纳米级防
晒纤维等，商家们纷纷拿出了“科技”手段
给防晒衣补充起了添加剂。消费者对于令
人眼花缭乱的防晒功能也提出了质疑：这
些所谓的防晒科技究竟是真科技还是整

“花活”？

客服人员解读功效性
消费者需警惕花式宣传

在线上购物平台，记者发现不少打着

“玻尿酸”标签的防晒衣在售卖，某店铺的
“玻尿酸”防晒衣销量超过1000件，其店铺客
服人员就“玻尿酸”防晒的功能给出解释：

“衣身材料注入 762mg/kg 玻尿酸，与皮肤摩
擦释放水润感，达到缓解肌肤干燥的目的，
穿着舒适感更高。”该店铺的产品详情页里
还会附上质检报告，详细表明该产品符合国
标100mg的要求。

此外，添加木糖醇成分的瞬凉科技防晒
衣也是热卖款式。据称，木糖醇与水接触后
引起吸水吸热的反应，产生凉爽的感觉。另
外，木糖醇以微囊的形式存在，在与肌肤接触
时，会产生凉意。

总的来说，所谓的“黑科技”防晒衣就是
织物经过特殊处理或添加某些成分，能够加
速“吸汗并蒸发”这一过程，增加织物透气透
湿性。

不仅如此，有经济观察学者表示，在众多
品牌中，除了一些大牌外，大多数企业都是没
有足够的竞争力和知名度，因此只能选择低
价销售的方法来吸引消费者的眼球。在夏季
防晒产品市场上，一些厂商以低价格的策略
抢占市场份额，这也造成了不少消费者对防
晒衣存在错误认识，甚至认为只有UPF值够
高和高价位的防晒服才能有效防护。

北京市消费者协会曾发布提示，购买防
晒类产品，要关注吊牌上是否标有明确的防
晒参数和相关标准，不要盲目被网页中各种
宣传所吸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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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一些拍短视频的人，不断编出一些
剧本让孩子来当主角。有些剧本内容三观不
正，把孩子带歪。

■张口闭口“段子”只为节目效果

“我的人生规划是，让我爸把我养到 20
岁，让老公把我养到 60 岁，让我儿子把我养
到 80 岁，我啥也不用干！”短视频平台上，一
个看起来也就是几岁的小女孩，大谈自己的
人生目标，这些话绝不是她这个年龄段能说
得出口的。

这番话语并非原创，网上早就有了类似
的段子。

另外一条视频中，爸爸想让小女孩帮忙
倒杯水，遭到小女孩拒绝后，爸爸嘟囔了一句

“养你有啥用啊？”可没想到，这句话遭到了小
女孩的连珠炮还击：“你能把我从医院抱出
来，我也能把你从火葬场带回来。你给我买
大房子，我给你买小盒子……”评论区里，有
网友表达了不满，“这样的话教给孩子说，别
把孩子带歪了”……

类似的摆拍，在网络平台上并不少见。
又一则视频中，爸爸表面上正在给女儿照相，
但本该聚焦到女儿身上的镜头却慢慢往旁边
的一个妙龄女子身上转移。从整个视频的拍
摄手法来看，这显然是一个策划好的段子，内
容则有些低俗。孩子在其中，只是充当一名
演员而已。

很多摆拍的“亲子搞笑”视频，虽然表演痕
迹很重，传递的也并非正能量，但因为孩子说
的话听起来很逗，在涨粉引流上很有成效。大
谈人生规划的小女孩，一年下来拍了100多条
视频，所属账号也积累了10万多粉丝。

还有的账号，已经到了流量变现的阶
段。一个同样以父女段子为主题的短视频账
号，粉丝已经达到了1000多万。有的视频刚
点开看，还像是父女之间在闲聊天，可聊着聊
着就引入了广告。或是按摩椅，或是护眼仪，
或是购物平台的优惠活动，隔一两个视频就
会有一个广告视频，内容完全是为广告而量
身定制。

这些能吸粉的孩子，最大的特点就是能
说会道。有的孩子即使不那么会说，视频博
主也能用后期处理的办法，营造出孩子在镜
头前滔滔不绝的假象。

■视频背后有套路 剧本抓人眼球

这些利用儿童摆拍的视频的更新频率

惊人，很多都是日更，内容还不带重样，都
是怎么做出来的？记者搜索发现，网上专
门有一批短视频剧本写手，以网店的形式
接单，客户需要什么样的剧本，他们就写什
么。

网店中，无论是短视频剧本，还是舞台
剧、微电影、脱口秀的剧本或文案，店家都能
代写。

记者询问客服，自己想开一个短视频账
号，内容是家长和孩子在一起时的搞笑段子，
能不能帮忙写剧本？对方则回问了孩子的年
龄，性别，大人谁参与出镜，随后开出了1条1
分钟剧本 100 元的价格，如果觉得剧本效果
好，长期合作还能优惠。

记者又咨询了另外几家网店，发现 1
分钟长度的剧本的售价都在 100 元左右 1
条。

除了单独的网店，记者还在网上找到
了专门买卖短视频剧本的平台，上面售卖
的剧本也有很多是家庭亲子主题，售价从
几十元到几百元不等。记者看到，这里有
不少剧本都是用“小孩讲大道理”“小孩调
解大人矛盾”作为视频的卖点，和之前那
些摆拍剧本的套路如出一辙。其中一个
剧本，编剧先炮制了一场婆婆和儿媳之间
的矛盾，在双方争执不下之时，孙女闪亮
登场，狠狠回击奶奶，达到让观众解气的
效果，编剧还特意在剧本特色一栏写道

“ 情 节 跌 宕 ，母 女 俩 的 反 应 符 合 观 众 期

许”。

■视频平台缺监管 导致恶意改编

这些通过剧本演出来的摆拍视频，到底
有没有规定加以约束？

在记者看到的儿童摆拍视频中，有些
虽然披着搞笑的外衣，但内容上却是编造
家庭矛盾吸引眼球。比如一个视频，开篇
爸爸就问女儿“你妈要跟我离婚，你以后
跟谁过？”小女孩则当起了调解员，说起话
来一套一套的，最终把父母劝了回去。但
离婚这件事，根本就是账号杜撰出来的情
节。

一家短视频平台的社区公约中，明确写
道，“不能让未成年人从事与其心智不符的，
有碍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表演或行为”。然
而视频里那些孩子，能说出大量远超该年龄
认知的话语，甚至有三观不正的嫌疑，显然已
经违背了这条公约，但平台并未对其进行监
管。

缺乏监管的后果，就是有些流量大的摆
拍视频，还会被其他自媒体账号掐头去尾截
取，再加上虚假的日期和地点，视频摇身一变
成了“新闻视频”，仿佛这个不是演出来的段
子，而是发生在生活当中的真事。处理过的
视频被转发于其他视频平台之上，因为孩子
的言语过于出格，还遭到了网友的言语攻击，
造成的影响十分恶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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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工作 9 小时，只拿 40 元工资，
家里还有爷爷需要照顾……”近日，江西
某地一带货主播为了引流吸粉，虚构了
打工赚钱给爷爷治病的卖惨故事，并雇
佣他人参与拍摄短视频，被警方约谈。
经严厉批评教育，账号运营者深刻认识
到错误，删除了相关短视频，并予具结悔
过。

无论是自媒体，还是拍视频搞营销
和商业推广，想要吸引眼球扩大影响，原
本无可厚非。但对流量的利用和追逐应
当有底线和界限，营销策划要合规合法，
不能违背社会道德和公序良俗。

通过伪造场景、编撰故事、虚构经历
等手法摆拍短视频卖惨，是一些短视频
博主获取关注、吸引流量的一大“法
宝”。有的主播虚构卖惨的真正目的并
不在于分享人生经历，而在于后续的商
业营销。很多网友出于善意和爱心，对
这些身世凄惨的博主给予同情，并以购
买其带货产品的方式来表达爱心；博主
则实现了直播带货、商业推广、提高收益
的目的。

这种虚构的卖惨短视频，游走于道
德与法律的边缘，门槛低、成本低、收益
高，一些卖惨营销视频甚至出现了技术
化、团队化、流程化的操作，形成完整的
黑色产业链。团队分工明确，有剧本有
演员，从营销到推广，步步惊心，处处充
满套路。还有些刻意以卖惨为噱头的营
销骗局，本质就是欺诈，是花样翻新的网
络诈骗升级版，欺骗度更高。这类欺骗、
炒作的直播销售显然扰乱了正常市场秩
序，卖惨、演戏炒作式带货涉及虚假宣
传，违反广告法有关规定，情节严重的还
会构成虚假广告罪。反不正当竞争法第
八条规定，经营者不得对其商品的性能、
功能、质量、销售状况、用户评价、曾获荣
誉等作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
欺骗、误导消费者。通过“虚假卖惨”的
方式带货，本质上是侵犯消费者知情权
的虚假宣传行为。根据反不正当竞争法
第二十条，可以处 20 万元以上 100 万元
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处100万元以
上200万元以下的罚款，可以吊销营业执
照。

此类行为消耗了广大网友的善意和
爱心，歪曲虚构事实，传递虚假信息，造
成恶劣的社会影响。其实，多个短视频
平台近年来曾发布通知，打击治理卖惨
带货、演戏炒作卖货等违规行为。为了
进一步规范网络直播和带货营销秩序，
有关部门近期开展了清朗专项行动，从
严整治自媒体蹭炒热点吸粉引流、造热
点博流量以及利用弱势群体进行流量变
现等行为。

执法部门要加大监督管理力度，形
成对虚假卖惨视频的长效治理机制；严
厉打击卖惨、悲情营销中涉及制造传播
谣言、虚假广告宣传、不正当竞争等违法
违规及犯罪行为，提高违法成本，让视频
制作者得不偿失。

网络平台要承担起社会责任和法律
责任，强化用户监管和信息审核的职责，
利用数据检索和人工筛查等手段，采取
删除、限制流量、封限账号或禁止重新注
册等措施，及时甄别并清除虚假摆拍、网
络诈骗等行为。同时要完善反馈投诉机
制，发挥网友力量，进一步压缩虚假卖惨
短视频的生存空间。

网友也要不断提高辨别是非和自我
保护的能力，认真核实情况，不要随意为
虚假卖惨营销而冲动买单。

总之，治理虚假卖惨直播乱象应该
多措并举，综合治理形成合力，才能逐步
清除虚假摆拍短视频的滋生土壤和空
间，营造清朗安全有序的网络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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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晒科技是真科技还是整花活
卖惨带货涉嫌虚假宣传
营销策划应有底线意识应有底线意识

一些短视频把孩子带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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