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是波司登买不起，而是
高校款羽绒服更具性价比。”
这个冬天，不少网友在社交平
台晒图——北京大学、清华大
学、中央戏剧学院等高校羽绒
服，“便宜好穿，回头率有点
高”。

关于羽绒服性价比，这届年
轻人有本清楚账：某些标价两三
千元的羽绒服，充绒量也不超过
200克，但是一些高校款充绒量
多达600克。

连日来，记者发现，在各大
电商平台上，充斥着“原版细节
定制”“自己打版做”等高校羽绒
服销售店铺，多款名校羽绒服遭
仿制、侵权问题突出。羽绒服为
何傍上“高学历”？

“高学历”羽绒服热销

1月 25日，消费者艾丽（化
名）就网购的一款中央戏剧学院
长款羽绒服，找该校学生鉴定真
假。得出的结论是，这款羽绒服
从校名刺绣到拉链材质，均和原
版相差甚远。

此外，消费者小乐（化名）
网购一款北京大学长款羽绒
服，胸口印着“北京大学”，衣服
左袖徽章却是“清华大学”和校
训“自强不息 厚德载物”字
样。商家把两所高校的标识印
混了。

羽绒服涉嫌“学历造假”现
象，让不少消费者哭笑不得。不
过，也有一些商家明确说明羽绒
服为仿制款。根据卖家展示，羽
绒 服 图 片 上 标 注“ 原 版 1：1”

“99%相似度”“配原包装袋”“还

有低配版本，做工质量差一点”
等字样……价格在300元至700
元 不 等 ，部 分 款 式 月 销 量 达
5000多件。

一家打着工厂直销名义的
商铺里，展示着多款此类羽绒
服。记者以消费者名义拨打商铺

电话，相关工作人员自称“我们
是买回来打版做的，有自己的加
工厂”。

记者问：“相似度有多高，一
模一样，还是有点区别？”店铺工
作人员回复：“那肯定没正版
好。”从月销量看，该店卖得最好
的是一款中央戏剧学院的长款
羽绒服，售价为 568元，月销量
达到1000多件。

记者在多个网购平台发现，
不仅是中央戏剧学院、北京大
学，还有清华大学、中国传媒大
学、中央财经大学、北京电影学
院、复旦大学等，众多名校纷纷
成为不法商家仿冒对象。甚至，
有一些商家打出“原厂包装，你
想要的我们都有”宣传。

“学历造假”屡禁不止

“名校羽绒服遭高仿”的话
题，引发争议。对此，消费者态度
呈现多元化。

艾丽代表着粉丝买家群体。
她向记者介绍，购买中央戏剧学
院羽绒服，是因为看到商家宣传

“刘昊然、易烊千玺同款”，是不
少明星们的拍戏“开工服”，粉丝
愿意下单。

此外，购买者不乏有名校情
结，且追求性价比的年轻人，经
过充绒克重、衣服价格等对比，
他们选择购买所谓的高校羽绒
服“定制版”。他们认为，印上北
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名校字样羽
绒服，回头率高。

多名受访者称，以北京电影
学院长款鹅绒服为例，充绒量多
达 600克，该校文创品专营店正
版售价 2000 多元。如果同克重
的波司登羽绒服，售价更贵。但

是定制“平替”只需五六百元，不
少“追求性价比”的消费者选择
购买。

羽绒服“学历造假”乱象，
同 样 被 北 京 大 学 注 意 到 。对
此，今年 1月，北京大学标识管
理办公室发布声明称，两公司
常年以“在校生、校友”的名
义，在多个网络平台宣传销售
印有“北京大学”系列商标标
识的羽绒服产品，该办已提起
行政投诉。

实际上，“学历造假”在羽绒
服、零食、教育等多个领域泛滥，
屡禁不止。记者注意到，五花八
门的商品一旦被名校、科研机构
等背书，往往受不明真相的消费
者信赖，销量可观。

2023 年 12 月，媒体报道多
款网红零食，冒用“农大”“农科
院”标识和称谓。据媒体报道，
2020年 11月，北大标识管理办
公室就曾公布过一起假冒注册
商标案，中关村派出所依法查处
假冒商品 2万余件，涉案金额达
10万余元。

名校遭遇维权难

浙江省律师协会知识产权
专业委员会主任吕甲木分析，高
仿名校羽绒服涉嫌违反《商标
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如果
高校在服装类别中注册过商标，
那么销售商、生产商涉嫌侵犯高
校注册商标专用权。”吕甲木表
示，即使高校没有在服装类注
册，基于其知名度高可认定为驰
名商标，法律支持跨类保护。另
外，高校校名可以主张有一定影

响的事业单位名称，受《反不正
当竞争法》保护。

尽管涉嫌违法，但是商家仍
然热衷“碰瓷”名校羽绒服，这是
为何？

目前正在代理一起涉嫌侵
权北京大学案件的北京市京师
（通州）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韩
艳艳向记者表示，从以往高校被
侵权的案件看，高校举证费时、
维权成本大，但是商家违法成本
又比较低，所以很少有高校愿意

“较真”。
“以我代理的这起侵权案

件看，已经两年过去了，目前一
审判决还没出。”韩艳艳介绍，
与较低的违法成本相比，羽绒
服会在名校光环下放大市场效
应，产生灰色利益空间。这也是
商家明知故犯，“碰瓷”高校的
原因之一。

两名受访律师表示，高校
维权需要向侵权销售商、生产
商的属地市场监管局举报、举
证。由于线上销售商地点分散，
仿冒制作窝点又比较隐蔽，存
在的种种客观问题对专注科研
和教学的高校来说，维权并不
容易。

韩艳艳建议，解决仿制高
校羽绒服问题，需加强处罚力
度，提高厂商违法成本。对平
台而言，北京大学、清华大学、
中央戏剧学院等名校羽绒服
上架前，平台就应当对其审核
授权资料，后期再采取技术手
段查验带有高校字样的商品，
确保合规销售。一旦售假，厂
商、平台都应当被追究相应责
任。

据央视

网上多家商铺展示网上多家商铺展示，，销售仿制款高校羽绒服销售仿制款高校羽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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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着特制酒厂旗号的所谓
“专用酒”一瓶只要几十元，标价
460元一两的茉莉花茶仅售4.99
元……近期，各种年节礼品需求
大增，直播电商成为消费者购买
产品的重要渠道。一些直播电商
的产品看上去价格实惠、销量惊
人，但后续的产品质量投诉也数
量惊人。这些诱人的“价格”是怎
样产生的？消费者面对的到底是

“福利”还是“陷阱”？

直播电商
打“低价牌”引纠纷

在浙江省宁波市市场监管局
此前公布的一起直播营销典型案
件中，一家汽车服务公司通过某
直播平台发布促销内容：“原价
358元的套餐，现价只要19.9元。”
后经查实，该套餐从未以宣传的
原价予以销售，其行为违反价格
法规定，属于利用虚假价格手段，
诱骗消费者交易的违法行为。

伴随直播电商发展，电商企
业大量涌入，不少商家为争夺流
量，在商品价格领域花招百出，

“全网最低”“全年最大优惠力
度”“特供优惠”“1折商品”……
种种宣传令人眼花缭乱。

然而，价格争议随之而来。黑
猫投诉中，涉及直播价格的投诉
超过2万条。一些头部带货主播也
屡屡陷入商品最低价的争议中。

记者在某直播电商平台搜索
时，在多个直播间发现一款知名
品牌白酒，一箱 6瓶仅需 400多
元，大大低于正常价格。在某直播
间，该产品显示已售出 1万件以
上。记者调查发现，这款以某知名
品牌名义售卖的白酒，并非品牌
酒厂生产，而是曾为该品牌生产
产品的第三方厂家“打擦边球”引
流售卖，令消费者难以分辨。

2023 年底，中国消费者协
会发布的《2023 年“双 11”消费
维权舆情分析报告》显示，“双
11”期间消费维权问题集中在直
播带货乱象、促销价格争议等方
面。中消协监测数据显示，在监
测期间有关“直播带货”的负面
信息占吐槽类信息的 47.99%，
日均信息量超过5.5万条。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
副教授赵精武认为，在直播营销
中，一些团队或主播为追求利
润，采用多种手段进行过度营销
乃至价格欺诈、消费欺诈，侵犯
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价格套路猫腻多
消费者防不胜防

直播电商满足了消费者多样
性的消费需求，提供了视觉上的
直观体验。但随着规模扩大，也出
现了虚假比价、抬价打折、傍“名
牌”混淆视听等违规越界行为。

暗自勾连、虚假比价。直播电
商与传统电商、线下门店专柜进
行比价已成为吸引消费者的重要
手段。这种比价行为通常以产品
在其他渠道销售的页面截图为凭
据，无法保证真实性。如北京一家
传媒公司主播在直播期间，以北
京某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在某平台
同款商品的页面展示价作为被比

较价格进行宣传。经查实，两家公
司联手做局，并标示相差悬殊的
价格，供直播带货比价使用，误导
消费者购买产品。

傍“名牌”混淆视听。记者在
一些平台看到，部分电商主播售
卖的酒水、手表、化妆品等产品，
通过傍“名牌”以次充好，用低价
格误导消费者。一些产品将某不

知名品牌装扮成名品联名款产
品，或将包装、产地相似的贴牌
产品变成“正牌”销售，或将直播
间封面设成某知名品牌“移花接
木”，售卖其他产品。

虚标价格再打折。直播间里
虚标价格再打折也成为惯用伎
俩。北京、浙江、广东等地市场监
管部门查处案例显示，部分直播

电商企业针对从未上架或难以
比价的产品，人为设置较高的商
品价格，再在直播时以较大折扣
售卖，以所谓的巨大优惠力度误
导消费者。

直播间买的衣服比平常贵
好几百元却称最低价；近千元的
白酒拿不出原价的真凭实据；活
动价99元3盒过期不候，但日常

销售也是同样价格……在黑猫
投诉和相关案例中，记者查阅到
多条涉及直播带货虚标价格的
投诉和处罚信息。

多方合力
营造良好市场环境

直播电商领域的价格操作
套路层出不穷，造成纠纷冲突，
不但损害消费者权益，也会影响
平台和直播行业发展。受访专家
建议，有关部门和相关平台要进
一步完善措施，强化直播电商领
域监管；商家企业也应加强行业
自律，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

上海、浙江等地正在积极探
索，对带货直播及主播进行规
范。一些直播平台表示，正陆续
出台相关规定，严格管理直播间
内关于商品价格的违规行为，对
于价格展示进行明确限定，确保
宣传信息真实、客观、准确。

北京市律师协会消费者权
益法律专业委员会主任芦云表
示，直播平台有维护商业生态的
社会责任，应及时发现、治理直
播间的价格陷阱，综合运用扣
分、下架等治理手段，制止损害
消费者权益的行为。商品经营者
在交易中应严格落实明码标价
制度，减少信息不对称问题，尊
重消费者的知情权、选择权和公
平交易权。 据新华社

“名酒”只要几十元，花茶仅售4.99元——

直播间的“全网最低价”是福利还是陷阱

“北大”“清华”“中戏”……

羽绒服“学历造假”为何屡禁不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