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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老神药”别成了“打不死的小强”
□ 戴先任

“拨慢生命时钟”“不老

不是梦”“延年益寿，返老

还童”……最近，此类诱人

宣传频频出现在一些大型

电商平台宣称不老神药的

广告中，吸引不少消费者购

买。记者调查发现，这些所

谓不老神药的长寿效果，并

未经过权威科学验证。特

别是其产品原料价格低廉，

只是经过一轮镀金——在

海外工厂加工后转销国内，

有 的 竟 卖 出 上 百 倍 高 价 。

(9月 27日《瞭望》)

据了解，当前国内所有

NMN(烟酰胺单核苷酸)产

品均通过跨境电商等渠道

在线上销售。一方面通过

出海镀金，利用一些消费者

迷信洋品牌的心理，摇身一

变，成了进口高档保健品，

以便更好欺骗国内消费者；另一方

面，这有助于绕过监管，有利于规避

国内法律法规约束。

“不老神药”成了受到不少消费

者追捧的“网红药”，也在于我国消费

者健康素养水平整体并不高，这为滋

生各种“不老神药”提供了肥沃土壤，

给了各类“神药”大行其道的机会。

“不老神药”实际上就是一种“三

无产品”，不仅难有其所宣传的神奇

功效，而且还具有健康安全风险。对

于“不老神药”，就需要加大监管力

度，如要针对电商平台特点，对电商

平台进行有效监管;另外，电商平台

也要尽好管理责任，不要成为为不法

商家提供非法销售“长寿药”的平

台，要配合监管部门，叫停“长寿药”

等违法违规销售行为，让疯狂“不老

神药”只能有“短命”的结局。另外，

还要提高公众的健康素养，才能避免

更多消费者上当受骗。

现在在电商平台上售卖“不老神

药”的商家，就像古时在街头摆摊兜

售“不死仙丹”的“江湖术士”。在这

个法治社会、科学时代，不能容许

“不死仙丹”等“神药”假借科学名义

卷土重来，不能让“不老神药”成了

“打不死的小强”。要保护好消费者

权益，维护消费市场正常秩序，不再

让“长寿药”等“神药”存在下去，就

需要消费者、平台、监管部门等都能

“守土有责”，形成合力，进行标本兼

治，才能让“不老神药”这个“古老骗

局”不会再有市场。

不老神药 王恒/漫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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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汽车”亟须规范化发展
□ 杨玉龙

近年来，随着

人们个性化出行需

求的提升，以及我

国通信网络的持续

优化和新能源汽车

产业的蓬勃发展，

手机扫码即可开走

的分时租赁“共享

汽车”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但几年

下来，从行业现状来看却不像“共享

单车”那样热门抢手。“共享汽车”市

场前景究竟如何？会给我们的出行

带来哪些改变？（9月26日《新华每日

电讯》）

“共享汽车”行业中存在的问题

不能忽视。从消费者的角度来看，对

“共享汽车”的卫生、安全、停车等问

题还是顾虑重重。从行业发展来看，

重资产、运营成本高、用户文明用车

约束难等问题，成为困扰企业和行业

发展的巨大挑战。而且，目前业内普

遍还没找到稳定的盈利模式，不少企

业陷入“运营难”困局。

应该看到，规范化是“共享汽车”

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2017年8

月份交通运输部和住建部发布了《关

于促进小微型客车租赁健康发展的

指导意见》，明确提出鼓励分时租赁

发展，鼓励使用新能源车辆展开分时

租赁。这是“共享汽车”长足发展的

政策支撑，对于行业发展来讲，理应

利用好相关政策规范经营。

让技术赋能行业规范发展。从

数据来看，分时租赁服务供给能力目

前还跟不上国人个性化出行需求的

提升。以首汽集团旗下的“GoFun 出

行”品牌为例，已在全国投放超过 4

万辆“共享汽车”，探索出一条融合

“共享思维+智能硬件+数据平台+

众包服务”的汽车分时租赁新路径。

这样的创新之举就值得借鉴，既有利

于为用户提供周到服务，更有利于企

业发展。

完善市场监管机制同样不能缺

位。诚如此前有业内人士表示，共享

交通工具作为新生事物，如何从道

德、法律和制度完善层面进行探讨和

反思，加快制定相应法律法规，依法

管理共享交通工具已成为社会共

识。当然，对于监管部门而言，应通

过创新监管方式，引导共享汽车平台

完善相应的管理运营模式，优化行业

发展外部环境，助力“共享汽车”稳步

前行。

非常道

马云：不让工人工资高起来
产品是不会好起来的

马云谈工人工资：如果不让工人工资高起

来，我们的产品是不会好起来的。“我们一定不是

靠成本的角度，不是去掠夺资源，而是去创造价

值，为当地创造就业，为当地去纳税。”@电商报

微声音

减肥到底有多重要？
答：让大脑年轻10岁

大脑会随着年龄增长逐渐衰老，身体肥胖

则会加速这一进程。根据美国迈阿密大学的研

究，65岁前的中年人腰围越粗，体重指数越高，

大脑衰老的迹象就越明显。研究团队对1289名

年龄在 64 岁左右的志愿者进行 6 年的追踪研

究。结果发现，在超重者中，BMI每增加一个单

位，大脑皮层就变薄0.098毫米。肥胖者的大脑

皮层最终平均变薄了0.207毫米，这意味着大脑

加速老化了至少10年。 @生命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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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抽奖”
怎可沦为假货流通暗道

□ 何勇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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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在微信、支付宝、微博等网络平台

上，有很多抽奖小程序和相关页面，通过抽奖可

以获得一些商品的优惠券。但记者近日采访了

解到，一些所谓的抽奖不过是变相售卖营销，不

少抽奖获得的优惠券购买的商品存在问题，引

发消费者大量投诉。一些所谓的抽奖引诱消费

者购买假冒伪劣产品，如果消费者没有辨识能

力，很容易上当受骗。（9月26日《柴达木日报》）

以抽奖方式销售假冒伪劣产品，其实是许

多年前就存在的伎俩。这实质上是利用消费者

贪便宜的心理，以巨大的价格差，诱导消费者为

假冒伪劣产品买单。如今，通过抽奖小程序、抽

奖页面变相售卖假冒伪劣产品，也是出于同样

的商业算计，其私密性和隐蔽性更强，消费者上

当受骗的可能性也就更大。

对此，消费者最好要擦亮眼睛，认清网络

抽奖真假难辨、网络交易乱象横生的现实，一开

始就不受一些所谓“大奖”的诱惑，对名目繁多

的网络抽奖活动保持谨慎态度。据调查，家电、

化妆品、养生用品等一直是假冒伪劣的重灾区，

理当通过正规渠道购买。在现实中消费，尚且

会因为贪小便宜而吃大亏，更何况是网络消费，

尤其是通过抽奖小程序、抽奖页面消费呢？通

过网络抽奖消费，因为取证困难，许多商家没留

下联系方式等任何详细信息，消费者上当受骗

后的维权周期，往往会比较长，大部分消费者最

终只得放弃维权。

市场监管部门需要加大监管力度，严格规

范用网络抽奖搞促销的行为，对变味的网络抽

奖“零容忍”。这些年，电子商务快速崛起，假货

也从中找到生存温床，令各大电商平台头疼不

已，尽管从相关部门到电商平台都采取了大量

措施，但网络中的假货问题依然严重。比如微

信曾一口气永久封停 800 多款“假货、高仿类”

小程序，然而，假冒伪劣仍能通过抽奖小程序售

卖，可见，监管理当不留死角和盲区。尤其应把

平台治理作为重要抓手，让平台担起审核商家

销售资质、检验网络抽奖真假、及时封停处罚违

规者等多方面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