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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业大厦西200米有仓库车棚
二十余间，出租。价格面议。

电话：13111769750苑先生
出租

近日，浙江杭州一项新举措
在全国二手房市场和房地产中
介行业引起广泛关注：由杭州市
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主管的
杭州市二手房交易监管服务平
台推出“个人自主挂牌房源”功
能，为杭州二手房自主交易提供
了更加规范、安全、便捷、完善的
线上官方新渠道。

这一举措将对二手房交易市
场乃至整个住房市场产生什么影
响？中介的“饭碗”还端得稳吗？

买卖双方
可以直接洽谈

记者登录杭州市二手房交
易监管服务平台并以个人真实
信息成功注册了账号。经检索后
发现，截至今年 8月底，仅在杭
州市主城区范围内，该平台就有
超 800套个人自主挂牌房源。卖
方经过平台实名认证，房屋的地
段、面积、社区情况、户型图、实
景照片以及卖方联系方式等信
息一目了然，使买卖双方能够越
过“中间商赚差价”环节实现看
房、询价等功能。

对平台新功能的上线，购房
者和有购房意愿的潜在购房者
大多持乐观态度。

“官方二手房交易平台有了
个人房源，对买卖双方都是利
好。我对此双手支持。”山西小伙
王昊两年前从北京某公司离职，
来到杭州工作。为和女朋友完

婚，他开始研究本地二手房市
场，准备购买一套婚房。

王昊介绍，自己是北方人，
也在北方完成大学学业。“人生
地不熟，对本地楼市不了解。有
心找中介，佣金昂贵不说，又怕
被忽悠。有了这个平台，买卖双
方可以直接洽谈，避免‘中间商
赚差价’。同时，房源由政府部门
发布，购房者更放心，也可以将
遇到虚假房源的风险降到最
低。”

作为卖方，家住杭州市余杭
区的孟伟由于工作变动搬到了
其他城市居住。一方面，他把自
家房源挂上了市里的平台；另一
方面，他也同时委托了几家中介
机构代理这套住房的销售业务。

“两边挂牌价一样，毕竟佣金由
买方支付。”孟伟承认，他并未对
买卖双方直接洽商寄予太高期
待，“这个功能比较新，还是要两

条腿走路。但总体上，尝试更多
渠道有好处，可以避免中介一家
垄断。”

买卖双方受益了，中介行业
眼下受到的冲击却不小。

部分业内人士认为，如果类
似的二手房交易平台变得更加
普遍，房地产中介行业将面临巨
大的影响。

传统中介
目前仍是主体

政府运营的二手房交易平
台发展壮大，会动摇中介的“饭
碗”吗？

记者发现，杭州二手房交易
监管服务平台的个人自主挂牌
房源功能尚属新生事物，该平台
上的绝大多数房源仍属于委托
经纪挂牌房源。平台数据显示，

截至 8月底，我爱我家、链家这
两家国内房地产中介行业的头
部企业占据了平台经纪机构挂
牌房源数量的前两位，分别超过
17万套和 12万套，优势地位仍
难以撼动。

“个人在政府直接管理的二
手房交易平台挂牌房源，未必就
会取代中介机构的地位。”高军
是杭州市萧山区一家房地产经
纪机构连锁门店负责人。在他看
来，平台的发展对房地产中介行
业并无太大负面影响。

高军分析，从目前的数量比
例来看，个人自主挂牌房源尚难
以对委托经纪挂牌房源构成竞
争。此外，由于二手住宅市场上买
卖双方缺乏对市场信息的全面了
解，需要房产中介从业人员的专
业知识，来自经纪机构的服务仍
然具有相当明显的不可替代性。

业内人士认为，这一新风向
将对房产中介行业及机构造成深
远影响。“个人自主挂牌房源会对
机构房源产生一种‘鲶鱼效应’，
该型房源的增加有望倒逼中介行
业改善服务，充分发挥比较优势，
促进行业良性发展。”高军说。

未来有望
形成示范效应

杭州的新举措能否推广到
其他城市和住房租赁市场？许多
人对此抱有期待。

王凡研究生毕业后到成都

工作，他希望杭州的新举措能尽
快推广到包括成都在内的其他
城市。“同为二线城市，成都二手
房价格上涨是比较快的。如果能
从房源上下工夫，解决垄断和信
息不对称等问题，楼市调控效果
会更好，也能够实实在在把成交
价压下来。”王凡说。

业内人士分析，从一线城市
到二三线城市，不论二手房交易
还是住房租赁行业，部分中介人
员利用信息不对称赚取高额佣
金的现象并不少见。政府出手打
造联通买卖双方的信息平台，将
对二手房交易市场和房屋中介
行业产生良性规范效果。

“以杭州相关举措为例，它
通过实名认证、线上洽谈等形式
提升平台信息透明度，直击二手
房市场痛点，推动了市场的良性
竞争。从长远来看，也有利于更
好落实‘房住不炒’，促进二手商
品住宅价格运行在合理区间。”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教授、北京市
房地产法学会副会长赵秀池说。

赵秀池认为，杭州的举措有
望对其他城市的二手房交易和
房屋租赁市场形成示范传导效
应。“随着类似互联网平台功能
日益健全、市场信息化水平不断
提高，住房市场的发展将呈现去
中介化的特征。政府提供相关信
息平台让个人可以直接挂牌房
源，不是要取消中介，而是将扮
演重要角色，助力解决信息不对
称和市场垄断等问题。”

据人民日报海外版

个人可线上自主挂牌房源

房产中介将被大量取代吗

教化妆、代体验、防踩坑，一
些靠谱的美妆博主是不少爱美
人士的心头好，也受到诸多美妆
品牌的青睐。然而，这股美妆风
过早地刮向了孩子。社交媒体平
台上出现了一批打着“全网最小
美妆博主”“跟着萌娃学化妆”等
噱头的少儿“网红”。

值得注意的是，背后的成年
人赚得盆满钵满，表演和观看的
未成年人却可能因过早接触物
欲世界而三观迷失。此外，专家
指出，引导少儿进行美妆产品代
言，并拍摄上传视频涉嫌违法。

稚嫩的脸庞
成人的模样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但当
6 岁的女儿提出“想要美妆套
装，化优雅熟女妆”时，山西太原
市居民秦女士十分意外。一番询
问过后，秦女士发现，在幼儿园
中，少儿美妆博主颇受欢迎。小
朋友争相购买少儿“网红”推荐
的美妆产品，带着口红、眼影等
一起玩耍，还有的热衷模仿，拍
摄“美美的”美妆视频。

记者搜索发现，在小红书、
B站、好看视频、快手等社交媒
体平台上，少儿化妆的图文视频
不在少数，有的发布在少儿美妆
博主的主页上，还有的在成人博
主的主页中穿插发布。

“刚过完 5 岁生日，化个纯

欲蜜桃妆”“精致女孩都应该用，
我都用了 8 瓶了”……短视频
中，香甜音乐背景下，身穿露肩
装的少儿“网红”卷出成熟的发
型，娴熟地化上一层层粉底和眼
影，对着镜头嘟嘴眨眼，用清脆
的娃娃音熟练介绍化妆品，引导
网友购买，俨然一副出入社交场
合的大人模样。

“商家和平台为了经济利益
忽视价值取向。”在山西省运城
市当幼师的刘婷说，想变美、想
被很多人喜欢是小朋友的共性，
商家和平台利用了这一点，助推
美妆穿搭风潮在儿童中流行起
来。

“少儿美妆博主受捧的背后
是近年来快速发展的儿童美妆
产业。”广东省化妆品学会常务
副秘书长、暨南大学生命科学技
术学院教授刘忠说。有电商平台
发布数据显示，2020 年国内儿
童 彩 妆 销 售 额 同 比 增 长 了
300%。“85后”妈妈成为主动给
孩子购买化妆品的主力军。

过早化妆、当博主
实在“坑”娃

营造人设，打造少儿美妆博
主，不仅“坑”了自家娃，也“坑”
了别家娃。

——儿童易沉迷其中，滋生
攀比心理。有家长观察到，为了
推销产品，少儿美妆博主常说

“幼儿园小朋友都在用”“快让妈
妈给你购买吧”，对儿童激励作
用明显，“一旦听到，转脸就让我
购买产品”，或者跟同学比着买。

北京志霖律师事务所副主
任赵占领认为，美妆产业细分领
域众多，若将注意力投入其中，
会耗费大量精力，侵占儿童的学
习、户外活动等时间。且社交媒
体具有一定的成瘾性设计，儿童
过早接触美妆、“网红”等，容易
沉迷其中，还会引起同伴间的效
仿，引发攀比。

——化妆品使用低龄化、泛
化倾向明显，不合格儿童彩妆产
品盛行。多位受访专家指出，目
前儿童彩妆的使用存在泛化倾
向。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
院皮肤美容科主任医师丁慧说，
儿童彩妆产品并不是大众类产
品，它是为艺术类、演员模特等

方向的孩子设计的，供他们在特
殊场合短暂使用，但目前少儿美
妆博主等的宣传并没有交代这
一点，只是一味推荐购买。

此外，儿童化妆品市场存在
诸多乱象，家长若无甄别能力，
很容易买到不合格产品。彩妆研
发师、美妆博主王芳观察到，市
面上很多所谓的儿童彩妆声称
专为儿童开发设计、无毒无害，
实际上把产品包装成儿童玩具
进行销售。还有的厂家在送检、
备案时只显示“化妆品”，删去

“儿童”等字眼，规避有关部门对
化妆品的严格检查。

——部分视频内容传递软
色情信息和容貌焦虑。记者观察
到，一些少儿美妆博主所说所写
的“心机”“绿茶”等内容呈现成
人化趋势，甚至包含“纯欲”“斩
男”等软色情词汇。“这些内容被

小孩子说出来，又被小孩子看
到，影响太恶劣了。”秦女士说。

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
中心副主任、中消协专家委员会
专家朱巍认为，美妆风潮低龄化
也意味着物化女性、容貌焦虑等
倾向过早地传递到儿童身上。

儿童代言美妆产品
涉嫌违法

受访专家和业内人士认为，
儿童代言美妆产品行为涉嫌违
法，应整改下架违法内容，加强
平台监管。朱巍指出，广告法明
确规定，不得利用不满 10周岁
的未成年人作为广告代言人。在
针对未成年人的大众传播媒体
上，不得发布医疗、药品、化妆
品、美容广告以及不利于未成年
人身心健康的网络游戏广告等。
有关平台应尽快下架违法视频，
整改相关板块，对存在违法行为
的家长、审查不严的平台依法追
责和教育。

专家建议加强对监护人的
宣传教育，改进学校美育工作。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刘德
良说，监护人应该更加慎重，不
可为短期利益，让儿童过早接触
成人世界。幼儿园和学校也应重
视美育，培养青少年鉴赏美创造
美的能力。

据新华社太原9月14日电

跟5岁女童学化“纯欲蜜桃妆”——

儿童美妆博主风潮该“刹一刹”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