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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近日暗访发现，江苏苏州、浙
江湖州等地一些作坊式小工厂回收化
纤纱线等下脚废料，粉碎制成絮状，经
流水线再加工后，一床床雪白的“棉被”
便出厂销往全国。刨去运费，这样的化
纤棉售价可低至 5 元/斤，价格不到长
绒棉的五分之一。有网店累计销售显
示为627万件。在校学生、临时劳务工
等人群，是购买主力。

专家提醒，这些“棉被”存在易燃等
安全隐患，重金属残留、致病菌等问题，
也对消费者的健康存在威胁，千万不要
贪便宜去购买。

“长绒棉”棉被含棉量仅4.8% 售
假人却被称作“棉被皇帝”

2024 年 12 月底，浙江诸暨市消费
者姚先生在淘工厂“天天特卖工厂”购
买了标称一级长绒棉的棉被，实付
403.2 元。但收到货后，他发现产品做
工粗糙、气味刺鼻，且被芯原料手感与
长绒棉不符，经燃烧法初步判断为化纤
棉。经第三方检测，被子中心部位含棉
量仅为4.8%，主要成分为聚酯纤维等，
该商品随后被平台下架。

1月中旬，记者随机购买了三款棉
被，发货地均为湖州，发件人为陈某景，
其发货信息与姚先生提供的一致。记者
来到德清县丰庆街附近园区，看到陈某
景正在发货，仓库内棉被包裹堆满，退货
产品随意裸放，合格标签也随意摊放。

陈某景自称是当地最大的棉被卖
家，2016年开始线上供货代发，2020年
起自营，目前主做淘工厂，有自己的店
铺并代发其他4家店铺。他声称10月
份一天能卖3500件，其他4家加起来近
3000件。一位邮政快递员也证实其发
货量大，称其为“棉被皇帝”。然而，记
者在现场只看到化纤被芯。陈某景直
言长绒棉成本高、卖不动，他卖的化纤
被含棉量仅为 5%至 10%，掺杂回收再
加工的普通棉花“回料”，售价 6 元/
斤。他还表示，真正的长绒棉要提前预
订，每斤20多元，低于25元一斤的长绒
棉质量不佳。

对于冒充售假行为，陈某景不以为
然，称网上货不对板的情况很多，消费
者心知肚明。他称被子整体退货率约
10%不算高，但运费成本高，利润空间
小。他给记者发来一份第三方检测报
告，显示样品含棉量为 19%，但生产地
址与实际情况不符。天眼查显示，陈某
景为“湖州德清临莫夕纺织品有限公
司”的法定代表人，经营范围不含生产
资质。他声称原料来自当地织布厂，质
量有保证，但拒绝记者实地探访其三家
加工厂。

记者来到产品合格证上的生产地
址，位于德清县雷甸镇塘北村的一个家
庭式棉被加工小作坊。作坊老板朗某
自称是陈某景的亲戚，几年前陈某景曾
在此打包发货，后因地方小搬离。朗某
表示，陈某景生意好，但因投诉销量受
影响。作坊除承接定做、翻新业务外，
也为陈某景供货，日产二十余床化纤棉
被，其化纤棉原料放在屋外，包装上无
生产信息，产品质量令人担忧。

样品是用最差的原料制作 棉被流
水线更是又脏又乱

记者将陈某景提供的棉被样品，随
机拿到当地一家床上用品生产厂。负责
人赵刚（化名）捏出一团棉絮，燃烧后直
言，“这是最差的料。”他介绍，聚酯纤维
原料主要有三种：从石油提炼的“新料”，
价格约4元/斤；由废旧聚酯纤维产品再
生的“旧料”，价格适中；以及回收化纤边
角废料制成的“回料”，品质最差，出厂价
2元/斤甚至更低。赵刚展示了厂里的

“新料”棉絮，微微发黄，拉扯时根根分
明，且无荧光点。而记者提供的样品则
结满棉团颗粒，荧光点密集且明显。

在苏州市吴江区的“苏州柔织无纺
布有限公司”，记者看到厂房内全自动
棉被流水线高速运转，主要生产化纤被
芯，同时加工回收化纤下脚废料。车间
内快递、原料等杂乱堆放，装有纱线、布

头等下脚废料的麻袋堆成两三米高，纱
线发黄发黑，含有灰尘、颗粒等杂质，加
工好的化纤棉原料甚至直接堆放在污
浊的地上。陈姓负责人表示，这些下脚
废料是从织布厂拿来的，部分需要经过
水洗，但现场未见清洗设备。加工好的
化纤棉，品质差的卖给沙发、垫子等工
厂，品质相对好的加工成被子。他称，
这里日产6斤规格的化纤被芯2800条，
每斤最低5.5元，产品质量优于湖州等
地工厂。但他明确表示无法提供第三
方检测报告，检测费太贵，也不提供产
品合格证，客户可按要求定制。他还透
露，绝大多数订单来自网上，不少客户
在购物平台上将化纤棉被当作棉被出
售，一旦被发现是假货，要么赔点钱，要
么直接送被子，因为利润很高。

记者又来到湖州市南浔区善琏镇
的“湖州正丰机械厂”，看到破旧厂房已
改造成棉被流水线，现场化纤棉成堆，没
有任何生产信息。一些脏的或有做工问
题的“次品”，拆下纱线重新打碎后又投
入流水线，未见清洗、消毒等流程。老板
刘秋林是“湖州凯煜家纺有限公司”的法
定代表人，他称自己只做化纤被，专供网
店，年销几十万件，在淘宝、拼多多和京
东等平台均有店铺和分销。

“淘工厂”不承认售假 消费者按要
求送检后遭质疑

“淘工厂”是淘天集团旗下的官方
运营品牌，主打源头工厂直供，覆盖
1800 多个产业带，宣称“超 3 亿人选择
的国民工厂，良心好货真便宜”。2024
年 8 月，“淘工厂”上线“厂牌”官方标
识，获得该标识的商家享有淘宝官方认
证及优先审核权、流量助推等权益。

记者调查发现，入驻“淘工厂”可通
过代办中介完成，需提供公司营业执
照、法人身份证等信息，费用600元，承
诺“100%下店”。若自行申请不通过后
再代办，费用升至 2000 元。中介还透
露，此前个体户也可代办入驻，但现政
策已变，仅限公司入驻。与淘宝其他平
台不同，消费者在“淘工厂”上无法直接
联系商家，所有问题由平台小二处理，
平台按不同类目抽取商品佣金。

商家陈某景自称是“接到淘工厂邀
请”后开店的，他透露，开店需提供工厂
资质，但代发店铺可直接提交实发工厂
的资质，同样能过审。对于商品页面描
述和配图雷同的现象，陈某景笑称：“大
家都不做图，直接‘偷’一个就行。”

消费者姚先生因信任平台保障而

购买化纤被芯，但收货后发现商品与描
述不符，遂向平台小二反映售假情况。
平台坚称商品经过严格审核，含棉量约
为 95%到 100%，质量有保障。姚先生
要求升级处理，平台专员要求他出具第
三方检测报告。姚先生照做后，平台却
质疑报告的真实性，怀疑送检的不是同
一条被芯。记者发现，“淘工厂”订单投
诉页面中，投诉原因仅限于“发货物流
问题”“卖家承诺不履行”和“卖家服务
态度”，无法针对售假、欺诈等情况发起
投诉。

北京市中闻（长沙）律师事务所律
师刘凯指出，卖家销售与宣传不符的产
品可能涉及虚假宣传和消费欺诈，可依
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反不正当竞争法
和广告法进行处罚。电子商务法规定，
平台应对商家真实性、合法性进行审核
并保存信息。若平台未履行审核责任
或未兑现承诺，则侵犯消费者权益，需
承担相应行政及民事赔偿责任。

廉价化纤回料潜藏多种风险 网上
购买床上用品须防低价诱惑

我国生活用絮用纤维制品和床上
用品的生产主要依据 GB 18383、GB
18401-2010、GB/T 22796-2021和GB/
T 29862-2013 等国家标准。根据规
定，廉价化纤纱线回收打碎制成的化纤
棉属于禁用的“再加工纤维”，不得用于
床上用品填充。使用禁用原辅材料生
产纤维制品的，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产品质量法》处罚，包括责令停止生
产销售、没收违法产品、处以罚款、吊销
营业执照，甚至追究刑事责任。

上海纺织集团检测标准有限公司
技术负责人丁若垚博士指出，此类禁用
原料来源不明，加工过程可能使用不安
全化学试剂，存在易燃、易撕裂等安全
性能问题，以及重金属、致病菌等有害
物质残留，可能诱发过敏反应及皮肤疾
病。此外，被芯原材料在储存、运输过
程中若暴露在潮湿且卫生不规范的环
境中，容易滋生细菌、霉菌、螨虫等，成
为过敏原，诱发过敏性疾病。

记者暗访报道发布后，涉事工厂所
在的多地市场监管部门紧急行动，启动
调查。浙江省湖州市德清县市场监督
管理局产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科工作
人员称，正前往涉事地进行调查。湖州
市南浔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和江苏省苏
州市吴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震泽分局
的负责人员均称，已了解到相关情况，
将开展相关行动。 本报综合消息

连日来金价屡创新高，“小而美”的金饰产品搭上“黄金
概念”一路水涨船高。除了迷你金元宝、金豆豆等新品凭借
亲民价蹿红后，另一种迷你小巧、轻若蝉翼的黄金贴也以各
种新年彩头博得一波购买力。记者在市场探访中注意到，
这类黄金产品在风靡的同时，也有消费者质疑投资价值不
大，有智商税之嫌。

黄金贴在网购平台变搜索热词黄金贴在网购平台变搜索热词

随着金价节节攀升，相比传统黄金饰品，黄金贴以其小
巧且价低的优势，成为很多年轻人的选择。

记者在市场上发现，此类热销的黄金贴大多“颜值在
线”，其中最为常见的是财神爷、招财猫、锦鲤这些传统的开
运祈福款，甚至还紧密贴合年轻群体的审美偏好，于设计中
蕴含了一些当下流行的元素，除了各类“好彩头”款式，不少
黄金贴还联名诸多耳熟能详的IP，更是狠狠拿捏住了年轻
人为情绪价值买单的心理。

据公开数据显示，淘宝上的足金手机贴纸卖出了超20
万片，主要消费者为25～30岁的年轻女性，除了自用，消费
大军还将其作为礼物送给亲朋好友。例如，在周大生天猫
旗舰店，售价138元的“公主请发财”“泼天的富贵”黄金贴
已售出超2万单。

“黄金贴就是薄薄一层金箔，但再轻也是金，买起来没
有那么肉疼。”消费者小米说，她最近研究了不少黄金手机
贴纸，看似外观都是金晃晃的，克重一般在0.01克至0.2克
上下，通常不会超过0.5克，价格从十几元到一两百元不等，
甚至网上商家在售的还有十几块钱的，号称也能带证书。

“两杯奶茶钱讨个新年好彩头。”
记者搜索发现，在多个网络平台上，关于“黄金贴怎么

贴好看”的话题成为热词，也有不少年轻消费者分享黄金手
机贴纸的购买经验，一些种草平台上显示有超600万篇笔
记，各种DIY玩法层出不穷，除了常见将其贴在手机壳，还
可以贴在笔记本电脑、包以及车钥匙上。不少消费者一买
就是四五个，将手机壳贴满才罢休。

单片折合真金换算后并不划算单片折合真金换算后并不划算

记者搜索多个网上平台发现，黄金贴爆火导致价格悬
殊，低至9.9元就能买到标榜为足金999、含量2毫克并附赠
证书的黄金贴，高的又有几十元至百余元不等，到底黄金贴
的“水”有多深，让很多消费者心存疑虑。

尽管黄金贴的价格看似便宜，但按克重换算后，其单价
往往远高于市场金价。例如，某品牌0.2克的黄金贴售价
580元，相当于2900元/克，而市场金价近期在830元/克左
右。这种高溢价让部分消费者感到“不值”。有网友吐槽这
么一算太扎心，但很多网友同时表示，就算这样，看着太可
爱还是忍不住想买。

比起线上平台的销售火爆，近期，记者走访多家线下金
店发现，实体门店销售这种黄金贴的情况并不多。在北京
平谷万达的黄金饰品销售专区，六福千叶、潮宏基、中国珠
宝等品牌都推出这种黄金贴。黄金品类负责人介绍：“确实
最近来打听黄金贴的人挺多，好几个品牌也有，有的还标注
足金 999 字样，最高 0.1 克重，但只作为赠品，不单卖。”此
外，在王府井工美黄金销售专区，多个品牌也推出了便于夹
入手机壳内的黄金薄片。销售人员介绍，比起小克重的贴
纸来说，这种金片更是真材实料，更保值还有回收价值。

消费者投诉黄金贴存在假冒现象消费者投诉黄金贴存在假冒现象

记者在黑猫投诉平台上搜索到，有多则关于黄金贴的
投诉。一位黑猫用户发帖称，1月5日在某平台一个名叫珠
宝首饰店购买了一份明确标识是足金999金片，0.2克的手
机贴片。“它的商品描述，以及商品详细介绍图片展示也是
明确能看出，商品背面是有足金999，0.2克标志的。但是我
收到货以后根本没有足金标志。”这位用户投诉给平台后，
机器人回复处理已完成。“但我去看商家，到现在继续挂着
假货链接，丝毫不受影响，再怎么咨询都是机器人客服回复
已处理，退款不退货。这假货还在明晃晃地卖。”

还有很多消费者在黄金手机贴的讨论中留言表示，这
些黄金手机贴纸小巧精致，但市场上却存在着不少不含金
的假冒产品。它们以假乱真，让消费者防不胜防。该消费
者自称差点中招，幸好及时发现。

记者调查发现，目前在售的黄金贴，有些标称是金箔，
还有一些产品标注是金属贴。在网络平台上，有多位在深
圳水贝市场经营的业内人士爆料，部分黄金贴成分并非黄
金，有些甚至掺杂了塑料。

北京商业经济学会常务副会长赖阳认为，黄金贴的流
行体现出年轻人对生活方式的探索，也拓宽了黄金的消费
群体，有助于商家研究潮流走势，开发更多的迎合消费热点
的产品。对于消费者而言，赖阳建议，虽然黄金本身有保值
属性，但很多金饰品也呈现出生活消费品的特征。像金箔
制品本身不保值，在购买时，可选择正规渠道和信誉良好的
商家，确保产品的质量和真实性。

本报综合消息

“淘工厂”将化纤废料加工成全棉棉被
凭颜值和价格优势热销

黄金贴是不是智商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