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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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茅台层出不穷。但这次，
是官方鉴假为真。

记者注意到，6月 22日，据
茅台集团官网，贵州茅台酒销售
有限公司回应“自制假茅台被鉴
定为真”一事，承认此前鉴定结
果出错。所谓“自制假茅台被鉴
定为真”，是指一套靠网购拼凑
的兔年茅台假酒，被武汉一家茅
台打假办工作人员鉴定为真。

公告还透露，在安徽合肥、
湖北武汉的两家茅台自营店，不
同的鉴定员分别对客户提供的
贵州茅台酒（癸卯兔年）产品进
行了鉴定，鉴定员都口头出具了

“鉴定为真”的鉴定结果。
四川成都的茅台加盟店店

长马先生入行 10年了，在他的
记忆中，这是茅台官方首次公开
承认鉴定失误。

茅台对此反应迅速。近日，
茅台相继召开专题调度会、举办
产品鉴定技能提升专项培训班、
制定出台产品鉴定体系建设提
升方案、加快推进贵州茅台酒
（甲辰龙年）防伪技术升级。

看包装看瓶身
但没看酒体

长久以来，因为利润丰厚，
假茅台屡禁不止。假酒也并非茅
台一家酒企头疼的问题。但这

次，官方鉴定失误，让不少茅台
的消费者更加顾虑。马先生表
示，有客户给他发来鉴定失误的
新闻，原本准备酒改为观望。

所谓的茅台打假办，是贵州
茅台在各省的茅台直营店开展
的便民鉴定服务工作，至少从
2020 年开始。每省只有省会城

市指定一家直营店，作为固定鉴
定点。鉴定师傅由茅台公司专门
指派到鉴定位置，并非门店的工
作人员鉴定。鉴定为预约制，需
向茅台客服提前预约，在指定时
间去门店鉴定，一次最多鉴定 6
瓶。鉴定结果由鉴定人员口头告
知，不出示纸质鉴定结果。如需
纸质鉴定结果，需向购买渠道申
请，或向公安机关报案后由其和
贵州茅台公对公获取。

从失误视频来看，武汉鉴定
中心的鉴定员拔动瓶盖、查看防
伪标、放大镜检查瓶盖喷码、手
机扫描条形码后，检查1分25秒
后，给出了鉴定为真的结论。

记者以消费者身份从武汉、
成都的两家鉴定中心工作人员
处得知，鉴定时间为每周六，早

九点到下午四点，平均预约人数
为七八十人，但不是所有人预约
后都会去线下鉴定，有时会出现
排队情况。

对于视频中的鉴定流程，一
位深圳的茅台经销商杜先生告
诉记者，从时长来看没什么问
题，他们身边熟练的鉴定员平均
也是一两分钟完成鉴定。但在他
看来，视频中的鉴定未进行酒体
鉴定，这在目前的造假技术下，

很容易失误。
他解释，目前市面上最难辨

别的茅台假酒，是打孔酒。打孔
酒使用了真茅台的所有外包装，
包括纸箱、纸盒、瓷瓶，只用针孔
打孔技术，抽出真酒，打入假酒。
甚至为了模拟口感，打入的假酒
可以使用茅台王子酒等价格更
便宜的茅台系列酒，替换比例可
以控制在 20%-80%。虽然这样
造假的成本高，但非常逼真，即
使专业人士也很难辨别。

6月 28日，茅台客服表示，
鉴定失误后，他们对官方鉴定员
加强了培训，但不清楚具体的鉴
定流程和手法是否变化，以实际
为准。

不回收的
茅台打假办

除了技术问题，没有直接的
利益相关，是马先生认为官方打
假办出现失误的深层原因。

他告诉记者，仅口头告知、
不出示鉴定结果，这就很考验不
同鉴定员的责任心。仔细鉴定，
还是大概看看，在不同鉴定员间
的个体差异很难把控。

同时，鉴定中心只鉴定、不
回收的模式，也让鉴定员和鉴
定门店并不承担鉴定失误的风
险。

高仿假酒
很难喝出区别

无论包装、瓶身的防伪技术
如何升级，在杜先生看来，假茅
台不可能被禁止，而且辨别难度
只会越来越高。

据他了解，一台打孔机器的
成本就在 50万元至 60万元，为
了将发丝般细的针管伸入瓷瓶
内换酒，还不能破坏瓷瓶体，需
要的操作机器非常精密。

除了机器成本，换多少成本
的假酒进真酒瓶，也决定假酒最
终能卖多少钱。如果使用茅台镇
小酒厂的酱香酒全部替换，这样
的假茅台酒口感差异较大，售价
低很多。但如果有客人预定，可
以用茅台集团的系列酒替换，替
换比例在四成以内，都很难被喝
出区别。这种高仿假酒，市场售
价超过千元。

杜先生解释，如果是替换酒
体的假酒，根本不怕大部分鉴
定，因为包装都是真的。

杜先生表示，自己卖一瓶飞
天茅台，现在的利润只有几十元
钱，但那些做造假生意的一旦形
成规模，就十分赚钱。

（应采访对象要求，马先
生、杨先生、杜先生均为化名。）

据红星新闻

防伪体系失灵

贵州茅台承认将假酒鉴定为真酒

一 男 子 戴 上 硅 胶 人 脸 面
具，伪装成老人模样潜入 4 户
居民家中，共偷盗 10多万元财
物。接到居民报警后，上海闵
行警方迅速行动，次日在外省
市将嫌疑人通某抓获并追回
全部赃物。

公开资料显示，硅胶人脸
面具由特种硅胶或类似材料
制成，通常应用于电影、电视
剧或舞台剧化妆。多地警方提
醒，以硅胶人脸面具伪装成新
面孔实施犯罪，正成为一些不
法分子作案的新手法。

这些硅胶人脸面具是从哪
里来的？制售硅胶人脸面具涉
及哪些法律风险？又该如何对
其进行规范和监管？记者近日
对此进行了调查采访。

多家网店有售
声称高度还原

记 者 在 多 个 电 商 平 台 以
“人皮面具”为关键词搜索发
现，该词语已被系统屏蔽，显
示“没有找到相关商品”。但更
换关键词比如“硅胶面具”，就
能看到不少商家，所售产品包
括“成人全脸硅胶头套”“易容
真人换脸皮人皮面具”“老年
硅胶面具人脸全脸”等，价格
在几元至几万元不等。

这些硅胶人脸面具类产品
不 但 种 类 繁 多 ，而 且 设 计 各
异。一些商家推出明星面容仿
真面罩，声称可以高度还原明
星的面部特征，效果逼真；一
些商家提供现有的模型头套，
价格高达 3000 元；还有商家宣
称可提供面具、头套“私人定

制”服务，核心卖点即“超逼
真”“仿真定制”，价格根据面
具 复 杂 度 和 精 细 度 而 定 ，约
3000 元至 2.5 万元，从下单到
制作完成大约需要 1 个月时
间。

问及定制服务需要提供哪
些信息时，有商家这样回应：

“如果能找到 3D 扫描，就可以
将电脑扫描尺寸发给我们。如
果没有，就提供照片、头、五官
的尺寸和 360度人脸照片。”

这意味着，顾客只需提供
照片，或通过 3D扫描技术获取
人脸图像和 360 度人脸照片，
商家就能根据这些信息制作
出一张人脸面具。

记者咨询了 6 家售卖此类
面具的商家：是否需要提供个
人信息？对方一致回复“不需
要”，并且都没有询问记者购
买面具的目的和用途。

在此类商品的评论区，有
不少关于“硅胶面具能不能以
假乱真”“能不能通过人脸识
别的活体检测”等咨询。有买
家回复称，戴着硅胶面具可以
通过上班人脸检测打卡。商家
也称，定制的硅胶面具与真人
有九成以上相似度，上下班打
卡没有问题。

模仿生物特征
涉及多重风险

厦门大学法学院刑法学副
教授刘炯指出，人脸面具并非
简单的装饰品，而是人脸识别
信息的物质化载体。它通常通
过 3D打印技术等手段，将人脸
数据进行实体化，制作成硅胶

等材料的头套或面具。这些面
具不仅具有极高的仿真度，还
能在一定程度上模仿自然人
的生物特征，如识别性、独特
性和唯一性。

“一方面，购买者使用人脸
面具可能逃避监控识别，增加
犯罪嫌疑人和违法者身份确
认的难度。这种情况可概括为

‘不想别人知道我是谁’。另一
方面，人脸面具还可能被用于

绕过人脸识别技术，冒用他人
身份进行盗窃或其他违法行
为。这种情况则可概括为‘我
想让别人误以为我是谁’。”刘
炯说，在这两种情形下，无论
是民事、行政还是刑事领域，
都存在一定的法律风险。

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教授
孟强介绍，商家在电商平台售
卖人脸面具可能涉及多种法

律风险，或引发民事责任、行
政责任乃至刑事责任。

“定制人脸面具这一业务
本身，是否具有合法性，取决
于多个因素。例如，定制人脸
面具的用途、制作及销售过程
是 否 合 法 ，是 否 侵 犯 个 人 隐
私、肖像权等。”孟强说，在一
些情况下，定制人脸面具也可
用于电影特效等合法目的，如
果定制人脸面具涉及侵犯个

人隐私权、肖像权、名誉权等，
或者缺乏合法合规的销售流
程 ，或 者 涉 及 违 法 犯 罪 行 为
等，就属于违法行为。

开展适度监管
确保不被滥用

“定制人脸面具这一行为，
其合法性并非一概而论，而是

取决于具体的用途和场景。”
刘炯说。

他指出，在多数情况下，公
众购买人脸面具的初衷可能
是为了满足其个性化需求或
特殊场合使用，但当这一行为
被 用 于 非 法 目 的 时 ，比 如 诈
骗、侵犯他人隐私等，性质就
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因此，不
能简单地将这一业务视为全
面非法，而应当根据具体情况
进行判断。

在孟强看来，人脸面具的
制作销售和使用确实存在侵
权、违法的较大风险，相比于
全面禁止，完善立法立规、适
度 监 管 是 更 可 行 的 方 案 。比
如加强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
方 面 的 建 设 ，明 确 界 定 人 脸
面 具 的 合 法 与 非 法 用 途 ，同
时 强 化 在 生 产 、销 售 和 使 用
各 个 环 节 的 监 管 机 制 ，从 而
在 保 障 合 法 需 求 、合 理 使 用
的 同 时 ，减 少 和 降 低 人 脸 面
具被用于侵权违法行为的风
险。

孟强建议，可基于风险大
小 的 不 同 ，对 人 脸 面 具 的 生
产和销售根据逼真程度和用
途 来 进 行 区 分 监 管 。对 于 那
些高度逼真甚至能够以假乱
真 、可 能 被 用 于 欺 骗 人 脸 识
别 系 统 或 误 导 他 人 的 产 品 ，
应 当 受 到 严 格 监 管 ，因 为 其
侵 权 和 违 法 犯 罪 的 风 险 更
大。相比之下，明显为节日装
饰 或 明 显 非 真 实 的 面 具 ，由
于其娱乐性和较低的误导风
险 ，则 应 当 受 到 较 少 的 限 制
和监管。

据《法治日报》

硅胶人脸面具销售使用乱象——

硅胶一贴变了模样，万元即可私人定制

一位犯罪嫌疑人使用的面具一位犯罪嫌疑人使用的面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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