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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天是万物生长的季节，也是儿童成长
的黄金时期。EZZ 官方海外旗舰店近期以

“春生成长季 焕活不掉队”为主题开展专场
直播活动。然而，记者却发现多位消费者对
该店铺、产品进行了投诉，涉及诱导消费、虚
假宣传、不予退款等问题。

虚假宣传，在保健品领域并不鲜见。根
据北京市食品药品安全法治研究会等机构
2024年发布的“三品一械”（药品、医疗器械、
保健食品和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直播带
货消费调查报告，虚假宣传问题舆情数据高
达30.5%，食品冒充保健品或药品违规宣传功
效等问题普遍。

吃了就能长高吃了就能长高？？

日前，有消费者向记者表示，自己之前从
直播商城EZZ官方海外旗舰店购买了EZZ成
长肽，孩子符合商家的限定条件，承诺长高2
厘米—6厘米，无效退款。但购买并服用6个
周期后并没有效果，客服又让购买3个周期，
还是没有效果。与商家客服和平台客服沟通
后，对方又改口说是保健品，不承诺长高。

可见，该消费者的投诉主要集中在三个
方面：一是商家诱导下单，二是存在虚假宣传
行为，三是商家在售前未主动明确告知该产
品为保健品。

近日，记者观看了EZZ官方海外旗舰店
在直播平台的多场直播，其以“春生成长季
焕活不掉队”为主题开展专场活动，以“进口
成长丸”“进口成长肽”为主要卖点，同时推出

“学习+成长+视力”的组合套装，还在宣传时
声称老粉都知道脑力素又被称为“聪明丸”。

根据介绍，直播间主打产品EZZ成长肽
获“连续三年全网膳食营养品销量榜首”“全
球膳食营养榜单 TOP”的荣誉，并已获得
TGA认证。记者查询发现，该产品为EZZ骨
生长咀嚼物，于2022年4月在澳大利亚完成
治疗用品登记。

记者注意到，直播间工作人员在推销产
品时使用了较为强烈的言辞，如强调投资孩
子未来的重要性，但未直接涉及诱导下单或
多下单的具体表述。

对于产品效果如何，主播回复记者称“吃
了一定有结果，一定有效果”。在回复直播间
其他用户时，主播表示“有2有3不要嫌少，有
3 有 4 也不要嫌少，有 4 有 5 是赚了的”。此
外，主播提及了一个案例，称一位 17 岁女孩
在使用产品后身高有所增加，但具体增幅和
效果可能因个体差异而异。

面对吃完没有效果怎么处理的问题，主
播承诺“有售后保障”。售后人员则进一步说
明，“请按照指导方法服用，若未达到预期效
果，请记录好相关数据并联系我们，我们将提
供直接退款服务。”不过，上述消费者告诉记
者，其投诉后的最终结果是收到了直播平台
的2张200元无门槛优惠券。也有消费者告
诉记者，自己一共付了 3561 元，最终店铺只
愿意退1000元。

对于该产品所涉及的核心——效果问
题，记者咨询了某三甲营养科的临床医生以
及医疗垂类大模型，均表示除了补充像EZZ
这样的成长肽之外，身高还与遗传基因、日常
膳食均衡与否、睡眠质量和运动情况等相
关。单独依靠某一款产品并不能保证一定让
孩子增高。

如何认定虚假宣传如何认定虚假宣传？？

上述多位消费者在最初购买直播间产品
时均误以为是药品。

记者注意到，在产品介绍过程中，主播并
未明确指出该产品属于保健品范畴。此外，
直播间和商品购买页面上缺少了《保健食品
标识规定》中要求的“蓝帽子”标志，这可能违
反了保健食品标识的相关规定。面对该产品
是药品还是保健品的咨询，主播明确告诉记
者“属于膳食营养补充剂，是保健品”。

值得一提的是，也有消费者告诉记者，之
前自己在 EZZ 官方海外旗舰店买了澳洲节
散胶囊，主播表示可治疗肺部、甲状腺之类的
结节，并承诺如果没有消除，提交使用前后的
体检结果可以退款。

该消费者去年 3 月开始服用，但最终并
未达到消除结节的效果。去年 12 月开始找
商家退款，今年1月，最终处理结果是直播平
台退200元平台代金券。他认定商家存在对
保健品进行虚假宣传，误导消费者，且未履行
其退款承诺的行为。

对于虚假宣传的界限和认定，日前，广东
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了保健食品消费提
醒，其中指出保健食品不是药物，不能代替药
物治疗疾病。如果商家在推销中声称产品可
治疗疾病、使用“根治”“快速见效”“永不复
发”等功效断言均为虚假宣传，消费者需要特
别注意。

生命科学及医疗领域的资深律师卢伟鹏
告诉记者，总结过去的执法实践，首先如果产
品广告中夸大产品功效，含有绝对化用语或

不实承诺，如声称可以治疗某种疾病，或使用
“包治百病”“预防癌症”“纯天然安全无毒副
作用”等用语，便可认定为虚假宣传。

为何是虚假宣传重灾区为何是虚假宣传重灾区？？

“官方旗舰店长期将保健品当药品销售，
虚假宣传疗效，误导广大消费者。”店铺过度
渲染商品效果，承诺一瓶即见效，然而消费者
在使用一瓶后发现并无任何改善，咨询客服
后得知需持续使用约三个月才可能见效。

在黑猫投诉平台上，这类针对保健品的
投诉并不鲜见，涉及多家平台、多种产品。投
诉问题常聚焦于虚假宣传、夸大其词、诱导购
买，也有部分投诉指向产品副作用。

2024年4月至11月，国家市场监督管理
总局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民生领域广告监管专
项行动，期间查处了大量违法广告案件，如广
西市场监管局查处了336件民生领域违法广
告案，长三角三省一市市场监管部门共立案
查处6966件民生领域广告违法案件。今年1
月，市场监管总局集中曝光了10起涉及虚假
宣传的典型案例，其中 2 起特别关注了保健
品领域的不实宣传。另外，根据上海市市场
监管局公布的 2024 年第二批虚假违法广告
典型案例，共有8起违法广告案例，其中2起
涉及保健食品或服务。不难发现，保健品领
域已然成为虚假宣传的重灾区。

卢伟鹏指出，保健品之所以成为虚假宣
传的重灾区，部分原因在于其监管标准相对
宽松。根据《保健食品注册与备案管理办
法》，保健品介于食品和药品之间，其注册与
备案流程虽然规范，但相较于药品监管，存在
一定的灰色地带。

当消费者权益受到损害时，维权也存在
一些难点。上海德禾翰通律师事务所高级合
伙人卫峰向记者解释道，从现行法规来看，有
一种观点认为保健品维权难在“法律适用模
糊性”与“证据规则严苛性”的冲突。从行业
特点看，保健品虽属食品范畴，却常通过暗示
性话术（如“调节”“改善”）规避《中华人民共
和国广告法》对医疗效果的禁止性规定，导致
虚假宣传认定标准模糊。 本报综合消息

记者近日注意到，从摩托车到汽车、货
车，类似驾驶员在行驶中拍摄短视频的情况
不在少数。这类视频有的是司机一只手握
着方向盘，另一只手拿着手机，对着镜头眉
飞色舞地讲述；有的是司机为了追求视频的
独特性和吸引力，边开车边和乘客聊天，甚
至做出打闹等危险动作。这些视频凭借刺
激的画面和新奇的内容，吸引了大量关注，
播放量、点赞数居高不下。

这引起了公众对于道路交通安全的广
泛讨论。受访专家认为，视频创作者们必须
遵守交通法律法规、珍视生命，以安全为前
提进行创作。

为流量不顾安全为流量不顾安全

近日，记者浏览多个短视频平台时发
现，存在大量驾驶员在行驶中摆拍视频的现
象。一些驾驶机车的博主，在疾驰中与同伴
大声聊天，展示所谓的“潇洒骑行生活”；一
些驾驶跑车的博主在车内悠闲地摆弄各种
物品，展示奢华的车内配置；还有些车主则
是打开车窗与其他车辆驾驶员聊天，甚至做
出一些炫技动作。

在某短视频平台，记者发现，一名拥有
超过200万粉丝的机车博主的日常视频里，
时速表常定格在 120 公里至 150 公里/小时
区间，这个数值已远超城市道路限速标准。
而在高速行驶的过程中，该博主仅用单手扶
把，另一只手却拿着手机与镜头前的网友对
话。画面中，车辆周围车流量较大，速度又
快，稍有不慎就可能引发严重的交通事故。
还有部分机车骑手为了拍摄出具有视觉冲
击力的视频，在车流中如蛇般穿梭，车辆间
的距离近得让人揪心，惊险的画面让部分网
友胆战心惊。

记者采访了几位机车网红，他们透露，
为了追求独特的视觉效果和吸睛的内容，常
常会在行驶过程中使用特殊的拍摄设备，如
固定在头盔、车辆上的小型摄像机，也会采
用两辆机车同行的拍摄方式。

“首先是寻找一个较为空旷的路段或者
找一个车流量较少的地段。我在拍摄时的
车速大约是 75 迈/小时（约为 120 公里/小
时），有时为了营造拍摄效果，骑行过程中驾
驶员需要做打招呼、挥手等动作。而负责摄
像的机车需要一人驾驶一人拍摄，这样会相
对安全。”一名机车博主向记者介绍，机车博
主在拍摄视频时很少会在封闭道路拍摄，还
有机车博主会自己手持设备拍摄，这样的行
为很危险。

中国传媒大学文化产业管理学院法律
系主任郑宁说，开车直播聊天等行为，明显
会分散驾驶者的注意力，极大地影响了驾驶
员对车辆的操控，大大增加了交通事故发生
的风险。即便没有明文规定属于绝对禁止
之列，也应被视为妨碍安全驾驶的行为。

危险摆拍酿悲剧危险摆拍酿悲剧

危险的拍摄行为给一些博主带来了流
量，也带来了处罚和伤害，有些博主甚至付
出了生命的代价。

据报道，博主吴某某为寻求刺激，多次
驾驶小型轿车与他人在不同的时间、地点进
行追逐竞驶。在追逐竞驶期间，他存在频
繁、突然并线穿插超越其他正常行驶车辆及
超速行驶等危险驾驶行为，并录制视频上传
至短视频平台。公安机关现已对吴某某危
险驾驶行为立案侦查。

网红陈某在驾驶过程中开直播与粉丝
聊天时，被网友举报。当地交警经调查核
实，认为陈某的行为属于妨碍安全驾驶行
为。最终，陈某被依法罚款和驾驶证记分。

一名骑摩托车的小伙子林某在行驶过
程中，撞到一辆小车的右后轮后弹飞，当场
死亡。交警认定，肇事车主违法停车，林某
骑车超速行驶，双方承担同等责任。目击者
称，事故发生前，有8辆小车在桥面呈U字
形逆行、掉头、摆拍视频，这些车辆封死了单
向行驶车道，导致林某无处可避，撞上了其
中一辆。

这类危险摆拍的短视频还对未成年人
产生了不良导向。处于成长阶段的未成年
人，心理和行为尚未成熟，容易对短视频中
的拍摄者产生崇拜心理。他们可能会模仿
这些危险行为。

“孩子在网上看到别人飙车的视频，觉
得很帅，整天骑着摩托车在外面拍视频，想
着能一炮而红。”来自浙江省杭州市的李女
士告诉记者，自己正读高二的孩子在某短视
频平台刷到大量机车危险摆拍视频，看到博
主吸引了大量粉丝赚了钱，于是放弃学业、
天天逃课，在道路上模仿博主边飙车边拍视
频，在去年9月发生意外造成双腿粉碎性骨
折。

北京嘉潍律师事务所合伙人赵占领介
绍说，如果分心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根据
事故严重程度，依据刑法，可能构成交通肇
事罪。而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相互追逐、超
速行驶，严重影响道路交通安全等情节恶劣
的行为，或构成危险驾驶罪。

加强引导和规范加强引导和规范

受访专家认为，对于过分追求刺激，或
为了网络流量进行危险驾驶，危及自身或他
人安全的行驶中摆拍行为，必须加以引导和
规范。需要社会共治，多方协同遏制这种危
险行为。

郑宁建议，从监管和治理的角度来说，
交通管理部门要加强对这种违法行为的劝
阻、批评教育和依法处罚。对于平台而言，
建议用 AI 等技术识别明显的违法行为，对
于涉及道路摆拍等危险行为的视频进行限
流和下架。平台也可以通过推送安全知识、
发布公益广告等方式，提高用户的安全意
识。

她进一步提议，要加强对社会公众，包
括创作者、学生的教育。学校和社区可以开
展类似的活动，通过举办交通安全讲座、发
放宣传资料、组织主题活动等方式，向学生
和居民普及分心驾驶的危害，提高他们的安
全意识。要让这些博主们认识到，短视频拍
摄必须依法依规，不能以违法为前提盲目地
追求流量。

在赵占领看来，社交媒体和视频平台应
加强对危险摆拍内容的审核和限制。交管
部门多增加一些监控摄像头，通过技术手段
及时发现和处罚违反交通法规的不安全行
为。科技手段也可以为保障道路安全助力，
推广车载设备自动识别危险驾驶行为并预
警，当设备检测到驾驶员出现分心驾驶、违
规操作等行为时，及时发出警报，提醒驾驶
员集中注意力，避免事故发生。

“当然，并不是完全限制创作者的拍摄，
一些网红博主，若想要拍摄相关视频，最好
寻找封闭的道路，从而保证自身和公共安
全，平衡流量与交通安全。”郑宁说。

本报综合消息

保健品消费深陷“疗效”陷阱

为流量不顾安全，边行驶边拍摄，马路何以成了“片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