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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微商化妆品“黑色代购”产业链

1元假香水“海外镀金”回邮卖200元

代购的漂洋过海来的奢侈品牌，
谁能想到竟是产自国内不见天日的
地下作坊；包装像模像样，还有与正
品同步、标明生产批次的喷码，谁能
想到这些都是假冒的；售价200多元
的名牌香水，谁又能想到其中灌装的
竟是成本不足1元的假料。

“即使海外直邮，也不一定能保
证是正品。”最近，江苏苏州警方破获
一起假冒伪劣化妆品案，撕开了微商
代购化妆品以假乱真的“冰山一角”。

赝品大牌几可乱真
通过代购，从美国买的雅诗兰黛小棕

瓶眼霜，连续使用一周后，皮肤开始过敏
发炎，36岁的南京市民徐芳难以相信自己
竟买到了假货。“产品喷码、专柜水单、通
关凭证一样不少，包装也像模像样，怎么
就假了呢？”

苏州警方近期侦破一起公安部督办
的特大生产、销售假冒品牌化妆品案件，
查获假冒 Dior、MAC、Fresh等化妆品 8万

余件，涉案金额1000余万元。
在苏州警方收缴仓库，记者看到了这

些假冒大牌化妆品。警方打开一款Dior假
香水套装，其中内衬、LOGO、丝带等一应
俱全，包装十分精致。记者随机拿出一款
MAC假口红与正品对比、试色，无论是外
观尺寸、LOGO，还是使用后的色彩、滋润
度等，几乎看不出差别。

在网络上，记者以做微商代购为名，

辗转联系上一些销售假冒伪劣化妆品
的卖家，发现一些商家并不避讳假冒一
词，还直言找他们拿货的买家不少从事
代购生意，以接近正品的价格销售，利
润可观。

还有卖家鼓动记者：“以一瓶5毫升假
Dior香水为例，进价6元左右，经过组合包
装后卖给下家可以要价50元，以代购的名
义卖给普通消费者最高可要价200元。”

投入百万“搞研发”制假售假形成产业链
不惜投入重金买正品“研发”包装，又

运到海外再通过代购回邮，记者采访发现，
微商“黑色代购”制售假冒伪劣品牌化妆品
已然形成了一条黑色产业链。苏州警方破
获的这起案件就十分典型。

第一步是灌装。为掩人耳目，造假者
往往会选择一些地处城郊接合部的小窝点
秘密加工，用香水、香精及其他原材料等灌
装、调配。如苏州警方在打假现场查到的
假香水原料，就装在化工行业常用的塑料

桶里，没有任何品牌和标志信息，勾兑一瓶
5毫升的假Dior香水成本仅需1元钱。

第二步是包装。这是关键一环，因此
造假者不惜重金去仿制。

第三步是喷码。国内销售的名牌化妆
品一般会在瓶身喷码标注生产批次，起到
产品追溯和防伪功能。不少消费者也将防
伪喷码作为识别正品和赝品的重要依据，
却不知不法分子在这方面也能造假。

第四步是采购小票造假。既然是从海

外代购，总得有国外的采购小票。在化妆
品造假链条中，采购小票造假也是一个成
熟的产业。记者采访了解到，在网络上，中
国香港、韩国及欧洲等代购热门地的小票
应有尽有，小票上的产品代码还可与假冒
标签相匹配。

第五步是海外镀金。相当一部分假冒
化妆品会被运往国外，然后再通过代购或
海淘的形式邮回来，以便获得海外发货凭
证和入境证明。据新华社查获的假香水

要想铲除网络非法荐股“毒瘤”，必须
要对相关违法行为加大处罚力度，监管部
门和社交媒体平台也需共同努力，清除
“股神”们的生存土壤。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合伙人任
远律师建议，对于通过散布所谓内幕消息
甚至虚假信息达到操纵市场目的的违法
者，不仅应重罚，更应在行政处罚的基础
上强化刑事惩戒和民事追责。

根据网络安全法有关规定，网络运营
者应当依法采取技术措施和其他必要措
施，防范网络违法犯罪活动；加强对其用
户发布的信息的管理，发现法律、行政法
规禁止发布或传输的信息，应当立即停止
传输该信息，采取消除等处置措施，防止
信息扩散。

微信今年 7月底宣称，半年来共对
8000余个“荐股”微信群进行限制群功能
处理，并对4000余个微信账号进行限制功
能使用或限制登录等处罚。微博也处置
13463个含“荐股”关键词的用户，永久关
闭以广告形式将用户导流至微信、微信公
众号、QQ群、第三方交易平台等非法荐股
账号1045个。

当然，投资者也要提高自我防范意
识，谨防被夸张性宣传术语所蒙蔽，同时
摒弃“一夜暴富”的盲目投机心态。证监
会提醒，合法证券期货经营机构名单可在
中国证监会、中国证券业协会、中国期货
业协会网站查询，投资者应选择合法机构
获取相关投资咨询服务。

炒股邂逅“大师”“白富美”
“点对点”骗你没商量
网络非法荐股新动向调查

交8万元入会费就可换取
“天天涨停”的股票信息？付费
进入VIP直播室就能享受“大
师”“白富美”的指点？……记者
调查发现，近来网络非法荐股大
有抬头之势，并且出现了一些新
动向。与过去的股市“黑嘴”不
同，现在微信、微博、直播间等新
型社交媒体上“点对点”的“荐
股”方式更加隐蔽，诈骗团伙的
伪装术也不断升级。据新华社

8万元换涨停信息？
是诈骗团伙设的套

去年 11月，江苏淮安市盱眙县公安
局接到市民李某报案，称其在网上加入了
一个“牛股涨停”群，群内成员纷纷表示，
只需交 8万元会员费就可享受专家一对
一“荐股”，且这些股票基本都会涨停。李
某照做后发现未达到预期效益，想讨要说
法却被踢出该群。

盱眙县公安机关调查发现，去年 10
月，上海某投资咨询公司因无营业执照及
资质被当地公安部门查封，该公司员工把
电脑和客户资料带出，在昆山重新成立投
资咨询公司，以投资顾问、股票推荐为幌
子进行诈骗。

李某的遭遇并非个案。证监会今年7
月 10日在其官网发布《警惕互联网“非法
荐股”风险》一文称，近期不法分子利用微
信、微博、网络直播室、论坛、股吧、QQ等
互联网工具或平台进行非法荐股活动有
所抬头。

记者在某款操盘手软件上看到各种
广告宣传语：“决战龙头股，最后 2天，
1680元，9个月！8月份恢复 1680元，6个
月！抢涨停，7月特惠2680元！”

软件中，粉丝们排队给“股神”点赞、
打赏，更有甚者希望进入VIP直播室获得
更多资讯。此时，“股神”们便提出需要收
费：“进入VIP直播室需要打赏6888元！”

“刚交费时还是赚钱的，一段时间后
推荐的股票下跌的比比皆是，最后亏了大
概 5万元。”曾受骗的河北股民秦先生对
记者说。

藏身新型社交平台，“点对点”欺诈更隐蔽

记者调查发现，随着网络技术发展
和社交工具更替，早年活跃在各种论坛、
股吧和博客中的股市“黑嘴”开始变身，
更频繁出现在微信、直播间等新型社交
平台上，但“套路”却如出一辙，只是后者
“点对点”的传播方式显然更加隐蔽，监
管和查处的难度也更大。

“套路”一：在微信群、直播间等社交
平台塑造所谓的“专家”“大师”“白富美”
形象，利用概率做文章，采取“千人千股”
的方式给投资人推荐股票，从而达到售
卖高额股票课程、收取高额会员费、服务
费的目的。

“事实上，骗子不只赚取会员费、服
务费那么简单，他们往往事先建仓，并在
微信群、直播间等实时喊单，利用荐股诱
骗散户跟风买入，趁高点抛售获利出

场。投资者则成了接盘的‘韭菜’。”一位
私募基金经理告诉记者，投资人一旦发
现上当受骗，就会立刻被踢出群。

“套路”二：荐股人员声称可以免费
帮助投资人诊断手上持仓图、挖掘后市
潜力股、推荐个股等，采取先盈利后分成
的合作方式，在盘中全程指导投资者拉
升股的最佳买卖操作点。股票涨了他跟
着分红，股票跌了也不负任何责任。

“套路”三：冒充正规金融证券交易
公司欺诈。骗子在微信群内推销各类荐
股软件、荐股平台，以免费使用和高盈利
为诱饵，将用户导流到外部平台，参与贵
金属、艺术品、邮币卡等现货交易或境外
期货交易。实则他们的交易系统都是伪
造的，并且可以在后台实时操纵行情，伪
造交易记录，欺诈用户大量资金。

如何铲除
网络非法荐股“毒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