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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各公司车险业务，人保，平安，太平洋，
中路，国任，紫金，华农，大家……兼办验车，24小
时道路救援，查勘定损，服务理赔一站式服务！

专 业 车 险
电话：13832738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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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配音、插画等“零基础
速成班”迅速蹿红。这些培训班
声称“小白”也能速成，但实际上
套路满满，课程质量参差不齐，
遭到不少学员投诉。你接触过

“零基础速成班”吗？
日前，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

查中心联合问卷网，对 2010 名
受访者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
48.4%的受访者表示周围有人在

“零基础速成班”上踩过坑。对于
“零基础速成班”乱象，67.1%的
受访者认为是培训市场混乱，缺
乏有效监管。94.9%的受访者认
为有必要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
学习态度和择业观念。

近半数人在“零基
础速成班”上踩过坑

上海某高校MBA专业学生
韩津去年报了一个零基础插画
班，为期一个月的时间，上八九
节直播课，费用是三四百元。“我
关注那个插画师挺久了，感觉他
画得不错，就报班跟着学习，感
觉还蛮好的。”

调查中，52.4%的受访者经
常能看到“零基础速成班”信息，
41.9%的受访者偶尔能看到，
5.6%的受访者没有看到过。

北京某高校大学生刘欣会
用手机应用听一些课，她发现很
多课程会打出“零基础速成”或

“七天学会”之类的旗号。
韩津说，插画课程有两种赚

钱途径，一种是通过专业网站发
布作品，甲方或有需求的人看到
会找你接单；另一种是在小红
书、B站、抖音等平台打造个人
影响力，通过影响力接单或开班
赚钱。“我报的班走的是影响力
路线，老师会鼓励学员把作品发
到社交平台上，大家一起点赞，
互相评论，通过这样的方式我涨
了几十个粉丝。”

调查中，16.3%的受访者表
示自己或周围人接触过“零基础
速成班”，39.6%的受访者了解过
相关信息。

“某个平台有一段时间频繁
地推‘全媒体运营班’广告，我也
收到过几次，花 1 元就可以报
名。我有一个朋友报名后被拉到
一个群里，会频繁推送信息忽悠
继续报班，还承诺学完后可以兼
职挣钱，如果不报班，就会一直
发信息，我朋友不堪其扰退群
了。”韩津说。

调查中，48.4%的受访者表
示周围有人踩过“零基础速成
班”的坑，23.8%的受访者表示没
有，27.8%的受访者不清楚。

刘欣表示踩过“零基础速成

班”的坑，“上完一些速成课后感
觉那些最基本的东西完全可以
自己搞懂，不需要花钱花精力去
上课，课程内容很‘水’”。

“现在很多人听
到什么火就一窝蜂去
学什么”

韩津觉得“零基础速成班”
缺乏政府、社会、平台等多方面
的监管，课程质量参差不齐，课

程是否靠谱，承诺能否兑现，完
全靠自己判断，一旦判断失误就
得自行承担时间和金钱损失。

“先交钱再接单的形式，也存在
一些难以发觉的猫腻。”

对于“零基础速成班”乱象，
67.1%的受访者认为是培训市场
混乱，缺乏有效监管，66.8%的受
访者认为是宣传广告隐蔽性强，
且渠道众多，58.9%的受访者指
出 受 众 的 信 息 甄 别 能 力 弱 ，
54.7%的受访者认为广告宣传噱
头大，容易上当。

刘欣认为“零基础速成班”
乱象和互联网缺乏有效监督

有很大关系，“我接触的零基
础课程基本是网络课程，没有
线下课程规范。另外他们的广
告做得非常吸引人，说 7 天就
能达到什么效果、收获多少技
能，但报班后发现根本不是那
么回事”。

要整治“零基础速成班”乱
象，94.9%的受访者认为有必要
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学习观和
择业观，其中 67.6%的受访者认
为很有必要。

北 京 云 嘉 律 师 事 务 所 律
师、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研
究中心特约研究员赵占领说，
如今年轻人学习新技能的需求
较大，在报班时需要注意几个
方面：第一要看师资宣传是否
属实，第二不能轻信培训效果，
要有理性认识，第三凡是承诺
提供就业机会的，绝大多数是
不靠谱的，如果报名要将这种
承诺写进合同，可以签电子合
同，如果不能签合同要把宣传
页面保留好。

韩津建议媒体多报道一些
负面案例，警醒消费者，同时多
宣传正规的机构，从而帮助人们
理性选择。

受访者中，00 后占 25.6%，
90 后占 44.5%，80 后占 24.3%，
70 后 占 4.5% ，其 他 占 1.0% 。

据《中国青年报》

几十克重的茶叶被装进各式
漂亮的瓶子，外加泡沫、隔板、纸
盒，包装比茶叶重好几倍甚至十
几倍……清明节前，市场迎来一
波新茶上市高峰，过度包装问题
再次凸显。记者对此展开调查。

“茶叶3两、包装2斤”
现象多见

记者近日在杭州一家茶叶
销售门店看到，一款 120克的龙
井茶分装在两个密封的铝塑口
袋中，塞进两个印有樱花纹的陶
瓷罐里，外边套上大纸盒。纸盒
卡在铺有黄绸缎的泡沫塑料里，
上面盖个大盒子，外层贴上锃亮
的金属包装，再整套放进硬纸质
的大口袋。经过测量，全部包装
的重量就达到1.5千克。

在杭州武林路上一家茶叶
店，一款售价 980元的龙井茶叶
礼盒重量超过 1千克，实际茶叶
净重仅 150克。店员介绍说，这
款畅销的茶礼包装精致，送礼很
体面，不少顾客一次买两盒。

杭州市西湖区翁家山村党
总支书记孙斌经营西湖龙井多
年，他介绍，目前市面上茶叶包
装主要分为三种：第一种是高端
礼品属性，以瓷瓶和手工包等包
装为主；第二种是一般礼品属
性，有打上“某某茶叶”的统一包
装和铁质礼盒；第三种是小包装
的茶样属性，往往设计感强、时
尚度高。

业内人士表示，不少高档礼
品茶外部用烤漆木盒、竹盒，内
部使用瓷瓶、陶罐和手工制作的
锡罐等包装，仅包装盒成本就达
到上百元。部分包装豪华的茶叶
礼盒，包装体积达到实需体积的

3倍至 5倍，成本甚至超过茶叶
本身。

“包装越好，茶叶溢价越
高。”一名茶叶代理商透露，茶叶
的礼品属性强，包装的材质、色
系、造型等对售价有重要影响。
比如某款武夷岩茶，仅 50克重
的茶叶用两三斤重的红木礼盒
包装，礼盒成本就达到 200元，
茶叶售价高达6000元。

从去年 10 月开始，浙江泰
涞包装科技有限公司陆续接到
茶叶包装订单，目前茶叶礼盒已
订出 50万套，可用于包装 25万
斤茶叶。企业总经理李来看透
露，茶叶对包装的要求越来越
高，小批量、个性化订单占比越
来越大。

过度包装
带来多重社会影响

茶叶过度包装有一定普遍
性、长期性。近期，中消协组织专

业调查人员，针对主流电商平台
食用农产品、茶叶、玩具、婴童产
品 4个商品品类进行了过度包
装问题搜索，通过目测包装空隙
率 过 高 的 主 观 判 断 方 式 ，对
2830 个茶叶、900 个食用农产
品、920 个玩具、1510 个婴童用
品共 6160 个商品进行了判别，
其中茶叶过度包装问题比例为
11.2%。

不少受访者认为，茶叶适度
包装设计利于销售，但过度包装
会带来多重负面社会影响。

首先是造成资源浪费和环
境污染。研究表明，我国包装废
弃物约占城市生活垃圾的 30%
至40%，这些包装废弃物大部分
是过度包装产生的。杭州龙冠实
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姜爱芹说，许
多茶叶礼盒无法二次利用，除了
作为存茶罐、零食收纳等用途
外，基本只能丢弃成为生活垃
圾，后续处理成本很高。

其次是重“颜值”超过重品

质，华而不实扭曲茶市发展。记
者采访了解到，增加一点包装成
本，价格往往就能大幅上涨，因
此部分茶企更多地在外包装而
非茶叶品质上下功夫。中国农业
科学院茶叶研究所副研究员陈
富桥透露，一些包装精美的茶叶
定价不低，但实际上品质却不
高，采摘、加工环节都存在不少
问题。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不少包
装精美的茶叶礼盒，被人当作送
礼佳品。浙江省湖州市德清县莫
干山镇石颐茶场总经理康青霞
说，为迎合送礼需求，一些茶商
特意把包装做得极为精致，里三
层外三层显得很珍贵。

杭州市西湖区纪委监委相
关负责人介绍，豪华茶叶礼盒背
后，往往隐藏着违规收送茶礼、
回收茶礼套现、违规公款采购等

“四风”问题。记者在闲鱼等二手
交易平台上看到，不少卖家出售
茶叶礼品，价格从几百元到上千
元不等。

严格执行标准
强化有效监管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最新修
订的《限制商品过度包装要求
食品和化妆品》将于2023年9月
起实施，该强制性国家标准涵盖
31类食品、16类化妆品，包括茶
叶、酒类等。

新标准对包装层数、包装成
本等作了明确规定：粮食及其加
工品不应超过三层，其他商品不
应超过四层；生产组织应采取措
施，控制除直接与内装物接触的
包装之外所有包装的成本不超
过产品销售价格的20%。

浙江省社会学学会会长杨
建华认为，“人情”“面子”间接推
高茶叶身价，与绿色低碳发展理
念和朴实真诚民风背道而驰，其
中潜藏的“节日腐败”“人情腐
败”风险更值得警惕。有关部门
应督促茶企在过渡期内尽快整
改达标，以新标准为抓手，从源
头减少资源消耗和包装废弃物
产生，并加强社会层面的警示教
育。

陈富桥认为，茶性尚俭，简
静一直是我国茶文化的审美意
蕴之一，同时现在人们环保意识
愈来愈强，国家对环保的力度也
愈来愈大。虽然品牌塑造离不开
包装，但如果茶企一味追求繁复
精美的包装，不仅有悖茶文化内
涵和市场发展趋势，还可能有损
企业形象。

陈富桥建议，政府产业部门
应引导茶企紧跟时代，把握市
场，更多在茶叶质量、口味上下
功夫，在茶叶包装中引入更多可
循环利用的环保材料，推广简化
包装，回归和挖掘茶文化内涵，
以此获得消费者持久认可，推动
茶产业持续健康发展。

此外，业内人士建议，应大
力整治奢靡送礼等不正之风，防
范“人情腐败”。连续多年，西湖
区纪委监委在春茶上市季组织
开展专项监督，通过部门联动、
明察暗访等形式全面排查公款
购买、违规收送“天价茶”相关情
况，严防茶叶背后的隐形变异

“四风”问题。近 5年来，共查处
公款购买茶叶、违规收受茶礼的
党员干部 5人。下一步，将持续
开展专项监督，以“茶品”树“人
品”，以“清茶”带“清风”。

据新华社

过度包装何时休

“茶叶3两、包装2斤”……

课程内容很“水”，缺乏有效监管，近半数人踩过坑

“零基础速成班”乱象频出

一款售价980元的绿茶，茶叶净重150克，木盒外包装超过一公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