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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买的手机号遭遇“前任”骚扰

陈先生除了三天两头收到“追债”短信，还时常

接到这个手机号的“幽灵”叫车服务。

“你好，我的车到了，你人在哪？”2022年1月初

的一天，陈先生又接到一个网约车司机的电话。“我

明明没有叫车，司机为什么打给我？”陈先生告诉记

者，现在这个“138”号段中国移动的手机号是2020

年12月购于广州天河城某通信公司，自己从未使用

该手机号注册网约车账号。

陈先生通过网约车客服查询发现，使用该手机号

的网约车用户近一年来一直在使用该号叫车，且2022

年1月还有一单网约车欠款未缴。陈先生表示，自己

已经买这个号一年多了，不明白为何前号主还能使用

该手机号注册的网约车账号。“如果我自己想用这个手

机号注册网约车账号，岂不是还要先帮他还钱？”

随后陈先生打电话给移动客服，对方表示需要

用户自行打电话给App平台，陈先生很不满，“前手

机号主到底注册了多少个App我也不掌握，难道要

我挨个打电话给平台吗？”

不仅如此，陈先生还发现该手机号的微信账号

已被注册。此前就有山东网友表示，自己的手机换

号忘记解绑微信，新号主通过短信登录用户微信，

向其亲友骗取了6000元。

家在湖南的张同学去年来广州上大学后新办

了一个新手机号，他就曾接到过自称是该手机号

“前任”号主打来的电话，对方说自己某App的账号

还绑定在这个手机号上，有个验证码发到这个手机

号上了，要张同学把验证码告诉他。张同学认为无

法确认对方的身份，便拒绝了。之后对方还经常打

电话发短信过来骚扰张同学。

“二手号码”出现重大隐患

用户为何会购买到二手手机号？当初购买时

销售人员是否告知？陈先生找到购买手机号的广

州天河城某通信公司，该公司工作人员表示，现在

136、137、138这些号段放出来的手机号基本都是二

手的，有的甚至是三手、四手的，要想买到全新的，

基本都是187、188这些号段。“如果客户没有问，我

们也不会专门说。”工作人员说。

中国移动广东分公司有关负责人表示，由于手

机号码资源的稀缺性，当客户所使用的号码销号之

后，会先经过一段时间的冻结，然后重新发放给新

的客户使用，根据电信服务规范相关要求，电话号

码冻结时限最短为90日。

广州天河城某通信公司工作人员说，号码注销

一般分为主动注销和被动注销。对于主动销号的

用户，工作人员会告知他们及时解除相关绑定；但

对于欠费销号的用户，就会出现销号后手机号与第

三方平台的绑定没解除的情况。
深圳市消费纠纷评审专家、北京市东元（深

圳）律师事务所律师邓永认为，放在过去，手机号
注销之后“冷静”一段时间，对后续号主的使用不
会有太多影响。然而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兴起，各

种App应用都要绑定手机号，手机号的功能不局

限于通信层面。因此，过了“冷静期”之后重新投

放进市场的手机号，有可能依然保持着与App应

用千丝万缕的联系。

那么手机号注销后，用户与各大App应用绑

定的关系，运营商能否为之解绑？中国移动广东
分公司有关负责人表示，已销户手机号码重新放
号前，原有的中国移动相关业务均会彻底清理。
但号码与其他第三方账号的绑定关系，运营商并
不掌握。

记者调查了解到，第三方公司也并不知道该
手机号是否在通信层面已注销、何时注销。某网

约车公司工作人员向记者透露，就曾有用户叫了

一个距离非常远的网约车，下车之后没有主动付

款，之后手机号注销了、绑定手机号的网约车账

号不再使用，该笔车费也迟迟没有缴纳，“我们会

发短信提醒用户付车费，但是实在联系不上也没

有办法。”

这意味着，由于运营商与第三方公司就用户手

机号是否已注销等问题尚未建立起沟通机制，不仅

限制了新用户正常使用App的权利，第三方公司也

遭受到经济损失。

期待号码“全流程”注销

深圳的王女士认为花同样的钱购买到二手手

机号有些不值，“我购买手机号时专门问了，工作

人员称新手机号和旧手机号在售价和套餐上没有

什么区别，旧手机号也并非更加优惠，但旧手机号

却在使用权益上有了差别，我不能接受。”

邓永认为，回收再利用的手机号在重新启用

时，运营商应当保障新用户的利益。运营商对手

机号码进行二次销售时，应当告知消费者该号码

是二手手机号，可能会给消费者带来不便或损失，

否则就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选择权。

此外，当手机号新用户在遇到号码被占用

等情况时，这意味着消费者的正常使用权被

限制。运营商收到新用户的投诉后，应当主

动联系第三方平台，将原用户对应的手机号

与平台解除绑定，以免侵害消费者和第三方

平台的权益。

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孟博认为，运营

商可通过各种方式尽力解除号码之前绑定在App

上的业务，可尝试和互联网平台联合起来建立一

个体系，用户注销手机号时同步通知各大平台。

据悉，有通信运营商已推出互联网注册清理服务，

可清理手机号码在部分互联网企业的注册信息。

“也期待更多的互联网平台加入其中，共同保障用

户的正常使用权。”孟博说。

据新华社广州1月27日电

“二手”手机号“剪不断、理还乱”

新买的手机号为何“难断前缘”？

原价9.9元一盒的甜点只需5元能到手两盒；一

箱牛奶的单价立降50%；网红饮料不仅降价还买一

赠一……食品价格大优惠背后的玄机，是保质期即

将到期，这类食品又被称为临期食品。

近年来，临期食品市场越来越火热。然而记者

近日调查发现，临期食品火爆后，一些问题随之而

来：一些商家受利益驱使，篡改临期食品的生产日

期，用过期食品冒充临期食品；一些消费者缺乏挑

选临期食品的知识和经验，一次性购买大量临期食

品，却无法在保质期内食用完，导致食品浪费……

多位专家近日接受记者采访时建议，规范临期

食品市场需要多措并举，相关部门可以对临期食品

的期限作出界定，除了标注保质期外，还可以再标

注最佳口味时期、最佳食用期或最佳赏味期等内

容，方便顾客辨别。

商家缺乏提醒意识 未按规定分类陈列

早在2012年6月，国务院就发布《关于加强食品

安全工作的决定》规定，食品经营者要建立并执行

临近保质期食品的消费提示制度，严禁更换包装和

日期再行销售。

2021年4月实施的反食品浪费法规定，超市、商

场等食品经营者应当对其经营的食品加强日常检

查，对临近保质期的食品分类管理，作特别标示或

者集中陈列出售。

但记者调查发现，线下实体店中，许多超市并没

有设立专门的临期产品销售区，而是和正价产品混在

一起出售，有不少消费者以为这是商家的促销手段，没

看清保质期就购买，过几天准备食用时却发现已经过

期；即使在销售临期食品的店铺中，一些商家也不会醒

目地标注临期商品的具体生产日期和到期时间。

记者随机向某电商平台上5家销量靠前的临期

食品专卖店客服咨询能否告知所卖商品还有多久

到保质期，对方均回复说肯定在保质期内，具体什

么时候到期却不再回复，还有店家甚至回复称不清

楚还有多长时间过期。

还有一些商家会用“赏味期”代替“生产日期”

印在食物包装上，食品是否过期根本无法得知。

据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副

教授朱毅介绍，“赏味期”其实是日本的说法，是指

食物最佳的品尝期。“赏味期”和“临期”食品，可能

会在口味、风味上略有差异，但在质量和安全上没

有差异，不过消费者却容易混淆，建议商家在食品

上注明两个日期，一个是最佳品尝期，另一个就是

保质期，便于消费者选择判断。

篡改日期以次充好 货源品质难以保证

随着人们对临期食品的需求日益增加，如今临

期食品收购已经从买方市场变成了卖方市场。

来自安徽的临期食品收购商王杰告诉记者：

“以前进货的时候，对方恨不得赶紧脱手。现在临
期食品火了，收货时要先报价，往往还正在商量价

格，货已经被别人收走了，做临期食品的利润空间

也越来越小。”

王杰说，临期食品一般的正规拿货渠道，包括

经销商库存、品牌方直供、社区团购供应商、连锁超

市退仓等。“大部分品牌退仓剩余保质期都是一两

个月，只剩几个星期的也比较常见，我们很少拿这

种货，临期食品是一个快进快销的行业，进货量都

比较大，万一卖不出去，钱都要赔在里面。在这种

情况下，一些商家会虚标原价，甚至篡改生产日期，

用过期商品冒充临期商品，或者进购一些渠道不明

的食品，欺骗顾客。”王杰发现，一些商家将已经过

期的食品重新喷码后再上架，而容易重新喷码的过
期产品往往是油墨印制的生产日期，烫印、激光印、
钢印、热压印的生产日期很难改变。

“因此，消费者在购买时一定注意周围是否有

被擦拭的痕迹，喷墨是否均匀鲜亮、能否用水擦拭

等。”王杰提醒道。

商家顾客注意自查 相关部门加强监管

临期食品市场存在的浪费、标签不规范等问题

引起了国家及各地相关部门的关注。

2021年 6月，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临期食

品，可以买吗？》等5条科普短视频，从选购、制作、食

用、储藏等不同角度介绍和解读相关食品安全知

识，提醒消费者按需购买临期食品等。

2021年11月30日，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四部门联

合印发《反食品浪费工作方案》，要求健全临期食品

销售体系，优化食品标识制度，鼓励食品生产者在

食品包装上明确标识“最佳食用日期”和“保质日

期”，支持食品生产经营者以优惠价格销售临近“最

佳食用日期”的食品。指导超市、商场等食品经营

者加强日常检查，对临近保质期的食品分类管理，

作特别标识或者集中陈列出售。

近日，以江苏省苏州市临期食品试点工作为契

机，江苏省张家港市市场监管局制定《临期食品安

全管理规范》《临期食品反浪费指南》两项制度规

范，明确临期食品安全管理规范，指导各单位根据

自身实际情况，建立规范的临期食品专用、专人管

理货架，完善临期食品专项管理制度。打造苏州首

个临期食品网络交易平台，直接对接本地大型食品

企业和各大商场超市，提高了临期食品处置能力及

食品消费服务质量。

为规范临期食品市场，朱毅建议监管部门一定

要加强行业监管，定期开展专项检查，严查临期、过

期食品翻新销售等违法行为，商家也要提高自律意

识，尤其是电商平台应履行好监督的社会职责。

据朱毅介绍，之前北京针对临期食品出台过一

个很详细的标准，其中临界标准也非常清楚。比如

保质期为一年或更长时间的临期设置在到期前45

天，如糖果罐头；保质期在6个月至一年间的食品的

临期是在到期前20天，如常温奶。保质期在3个月

至6个月之间的，临期是指到期前的15天，比如一些

真空包装的食品、冷冻食品等。

“国家相关部门可以根据这个标准研究并制定

临期食品的相关管理制度，对临期食品的期限作出

界定。”朱毅说。

中国自然资源学会理事长、中科院地理科学与

资源研究所研究员成升魁告诉记者，临期食品管理

措施方面可以借鉴国外的食物捐赠制度。比如，美

国的食品银行是一个非营利的组织，会将超市中临

期食品收集起来，部分用于捐赠，“我国也可以向食

物银行方向慢慢规范发展”。 据《法治日报》

近日，广州陈先生手机收到
一条“追债”短信：“刘某某……因
欠款逾期多次沟通无果，我方团
队今天已开车出发前往你户籍所
在地和单位分别进行核实……”
陈先生很纳闷，刘某某是谁？刘
某某的欠款短信怎么发到自己手
机上了？打电话问营业厅后才知
道刘某某是该手机号的前号
主。

因购买到“二手号码”遭遇短
信电话骚扰、无法新注册App的
用户不在少数，如何才能让手机
号“干干净净”回归用户？对此记
者展开了调查。

标虚价改日期，过期商品变临期

临期食品真的物美价廉吗

近日，淘宝直播联合艾瑞咨询发布了

《2022承包家的新年味——年货节生活消

费趋势报告》。据报告，2022年货节直播间

成交额相比去年增长了20.5%，成交笔数同

比去年增长16%。今年年货节期间，400多

个中华老字号商会认证的老字号品牌也参

与进来，在直播间大放异彩，广受喜爱。

时间回到2020年，淡出公众视野已久

的罗永浩在抖音开启了他的直播首秀，累计

观看人数4900万人，观众打赏360万元，商

品成交总金额1.1亿元。一石激起千层浪，

直播电商得到井喷式爆发，站上流量巅峰。

大主播面前商家难获利

在这个全民直播的新消费时代，从专业

主播到素人，从大企业到乡间农田，简单一

部三脚架和手机就能赚到丰厚的流量密

码。直播带货在疫情时期拉动经济复苏，飙

升成为商业红利新风口。然而，直播带货的

前景真的会一直步步登高吗？

薇娅被封杀，是直播界的大跟头。之

前抢破头都要上薇娅直播间的品牌方备

货无数，一夜之间却成了滞销品，可以说

是损失惨重。在此之前，要上薇娅和李佳

琦的直播间谈何容易。据悉，市面上95%

的品牌在薇娅、李佳琦等超顶流主播面前

丝毫没有议价能力，想爆单必须破价，割

肉让利润，保证主播们自身“全网最低价”

的人设。

可算上坑位费、佣金、折扣和用户时间

成本，品牌方一算，自己打更低的折扣再投

放点首页坑位，ROI竟然还要高。有人算了

一笔账：成熟的美妆护肤品牌，毛利有

60%-65%，新品牌毛利只能做到40%-50%，

刨 除 头 部 主 播 的 坑 位 费 + 提 成 占 掉

30%-35%，加上平台抽成5%，不赔钱但也

几乎不赚。这样得不偿失，所谓的合作精神

也就在直播圈内也就渐渐烟消云散了。

电商似乎陷入瓶颈期

如此看来，企业自播也是头部主播“霸

权”下无奈开辟的新“赛道”。不少企业开

设直播账号，以求稳定的卖货渠道，实现全

平台通路销售。然而企业自播的问题也接

踵而至：没有流量支持，简陋的自播体系，

直播回馈的收益能否大于持续消耗的直播

成本等等。只有先解决这些问题，才能暂

时疏通拥堵不前的企业自播赛道。

且不论到底是头部主播带货还是企

业自播，直播电商似乎陷入了一定的瓶

颈期。越来越多的品牌下场做直播，无

论是自愿或是被动的配合平台，只能说

直播内卷的程度节节攀升。消费者在品

牌的加速内卷里成长，对产品认知不断

增加，导致直播带货需要越来越专业化，

摒弃了初期重营销轻产品的局面。这也

说明，带货的水平越高，给用户输出的价

值也就越高，用户对产品的认同度也会

提高，对消费决策又产生了新的影响力。

今年年初，国家新税收政策正式落

地。这一举措，大大整顿了直播市场，吸引

了更多的资本入局，让原本险象环生的直

播领域稳定起来，重塑直播带货市场。

不仅如此，新政策大大削弱了头部主

播霸道的话语权。达人、直播网红受到

政策约束，和商家、品牌甚至平台的合作

姿态更加的平等，高昂的坑位费、佣金也

将成为过去式，形成良好的三方共利势

态。平台也会分散流量，避免“寡头”现

象再出现。同时意味着，商家为挤上头

部主播直播间，孤注一掷，疯狂囤货结果

大赔一场的情况，或将慢慢消失。

直播带货作为一种新业态，或许并不是

短暂的风口，而是长期的消费趋势。在短

短几年时间里直播带货已经从野蛮生长的

混乱局面逐渐转变为成熟、规范的经济行

为。大洗牌后的新商机下，商家-平台-主

播-消费者的产业链环环相扣，无疑给多方

参与者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时

间的沉淀和政策的加持，风险与红利并存，

直播带货的成长已经势不可挡。

直播带货
究竟还能带多久？

■青岛财经日报/首页传媒 记者 郭清鉴
见习记者 黄元晖

记者观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