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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料表“羞于见人”网购食品成开盲盒？

直播叫卖、低价诱导、“高收益”诱饵

保险营销新套路下谁被割了“韭菜”？

食品安全是老百姓最关注的话题之一。如今，网购已经成为人们的主
要食物购买场景，但不少消费者发现网售食品时，很多商家不在商品介绍
页展示配料表，或者故意隐瞒食品包装上的配料表信息，有的甚至把配料
表粘在快递泡沫箱内侧，或者只有当买家主动索要时才提供甚至不提供
……这些现象导致消费者网购食品如同开盲盒。但是，根据相关法律法
规，明示配料表是商家的应尽义务且线上线下要求一致。线上卖家应如何
履行食品包装配料表相关规定？如何保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记者对此
进行了调查采访。

想看配料表可真难

北京某购物平台用户李小姐对记者说，想给家
中老人买六必居炸酱，虽然是老字号，但还是想看
下配料表。但在平台六必居旗舰店，老北京肉丁炸
酱无论是商品、评价、详情还是推荐页面，都没有配
料表。详情页有一个规格参数表，标示了规格、生
产许可证、保质期、类别乃至烹饪建议，唯独没有配
料表，李小姐只好向客服索要。客服很快发来了含
配料表的产品包装照片，配料表显示含有山梨酸钾
等添加剂。“最重要的是有赤砂糖和白砂糖，我母亲
患有糖尿病，如果不是主动索要配料表，即便买回
来了也不能吃。”

记者登录六必居旗舰店，询问客服为何不在介
绍页显示配料表，问题显示已读，客服只回答了一
句“在的哦”就没了下文。

在另一个购物平台的德芙巧克力旗舰店，记者
看到，德芙散装巧克力喜糖详细展示了营养成分、
口味等，但也没有配料表，如果消费者想看，可以要
求客服提供。记者询问客服为何不主动展示配料
表，客服回复称：“后续会努力提升服务，让您有更
好的购物体验。”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不明示食品配料表的现象
在各大购物平台很常见。当消费者主动索要时，客
服或痛快提供或拖拖拉拉，比如冷冻面企业阿利云
厨官方企业店，客服提供配料表时先推脱明天到公
司拍，第二天又问要配料表做什么，最终提供的配
料表则用手遮住了企业名称，配料表显示包含七八
种添加剂。记者在其他经销商客服提供的配料表
中发现，另一款速冻面条添加剂多达12种。

“盲”购食品有风险

网购食品难寻配料表也被不少网友吐槽。知
乎网友塔塔米说：“我买的牛油火锅底料，收到货
后才知道第二大成分是起酥油。”

“我买的豆制品，收到货后发现快递泡沫箱盖
子内侧贴着一个纸条，仔细看竟是配料表。”北京

消费者朱女士对记者说，商家这种奇葩的做法令
她哭笑不得。

江苏南京网民Yavin曾在中国政府网投诉与
建议栏留言，食品安全关乎每个人，作为父母更希
望给孩子购买健康的食品。在网上购买零食便宜
方便，可选择种类也多于商超，缺点就是无法看到
实物，尤其是没买过的产品，购买如同开盲盒，只
能参考卖家展示的商品详情，但有些商家用的是
厂家提供的广告模板，图片华丽，内容吸引人，而
买家需要了解的信息却没有展示，特别是食品配
料表和营养成分表。国家对于食品配料表和营养
成分表是有强制标准的，就是要让消费者买得明
明白白，但是对于网络食品的详情介绍却没有相
关标准。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消费者要想得到配料表，
除了主动向客服索要外，只能碰运气在提问或者
买家秀里找，有时候会有买家拍照分享。

“配料表对消费者选购食品有重要的参考价
值。”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营养学专家对记者
说，尤其是老年食品、糖尿病等患者专用食品以及
婴幼儿食品，不标示配料表对于消费者有潜在危
险。比如麸质过敏、血糖超标、尿酸超标的人群，
他们对成分有特殊要求。网售食品商不在显著位
置展示配料表信息，也许是因为目前很多消费者
对添加剂比较敏感。但值得注意的是，对有特殊
需求的消费者来说，网购食品开盲盒存在风险。

消费者有事先知情权

网购平台销售的食品未在详情页列出成分
表，是否符合规定？对此，市场监管总局食品经营
司给出了明确的回答。该公司在回复网民Yavin
的留言中明确指出，《食品安全法》规定，食品经营
者销售散装食品，应当在散装食品的容器、外包装
上标明食品的名称、生产日期、生产批号、保质期
以及生产经营者的名称、地址、联系方式等内容。
按照线上线下监管要求一致原则，为确保食品安
全，食品经营者无论在线上还是线下销售的食品，

均应符合上述规定。
“网络销售食品应当展示完整的产品包装信

息，不仅仅是配料表。”科信食品与健康信息交流
中心主任钟凯对记者说，“因为这是保持产品透明
的重要一环，应该与线下销售保持一致。”

“线上消费者有权查看配料表，这是消费者合
理的知情权。”钟凯认为，配料表是消费者作出购
买决策的依据，既然线下消费能看到完整的包装
信息，那么购物平台也应要求商家展示完整的配
料表和营养标签。

“消费者网购食品时，应该享有和超市购买
完全一样的权益，包括事先知情权。”钟凯说，虽
然食品包装上肯定有配料表，但消费者的知情权
应该在作出购买决定前给予保障。钟凯认为，相
对于超市需要配备推销员等，网络销售在信息展
示方面已经具有很大优势，因此更应该主动展示
配料表。

线上线下销售要求一致

“直接提供给消费者的预包装食品，无论是线
上销售还是线下销售，仅是营销渠道不同，作为食
品经营者都应当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其经营活动
在适用法律上是相一致的。”北京理道律师事务所
律师王久成对记者说，“食品经营者应当对直接提
供给消费者的预包装食品标明配料表。”

王久成认为，线上销售是互联网时代背景
下的新经营业态。《电子商务法》规定，电子商务
经营者从事经营活动必须遵守法律，履行消费
者保护义务，承担产品质量责任，不得销售法

律、行政法规禁止交易的商品。《食品安全法》规
定，从事食品经营活动应当遵守该法，入网食品
经营者属于食品经营者之一，要遵守《食品安全
法》依法经营。《食品安全法》还规定，预包装食
品的包装上应当有标签，标签应当标明成分或
者配料表；《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预包装食品标
签通则》明确“应清晰、醒目、持久，应使消费者
购买时易于辨认和识读”“应真实、准确，不得
以虚假、夸大、使消费者误解或欺骗性的文字、
图形等方式介绍食品，也不得利用字号大小或
色差误导消费者”“直接向消费者提供的预包
装食品标签标示应包括食品名称、配料表、净
含量和规格、生产者和（或）经销者的名称、地
址、联系方式、生产日期和保质期、贮存条件、
食品生产许可证编号、产品标准代号及其他需
要标示的内容”。

王久成指出，预包装食品经营者未向消费者
标明配料表或成分的，涉嫌侵犯消费者的知情权、
公平交易权和选择权。对此，消费者可以向食品
安全监管部门投诉反映。

此外，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电子商务
法》的规定，消费者通过网络交易平台购买商品，
其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如果网络交易平台提供
者不能提供销售者的真实名称、地址和有效联系
方式，消费者也可以向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要求
赔偿；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作出更有利于消费者
的承诺的，应当履行承诺。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
明知或者应知销售者利用其平台侵害消费者合法
权益而未采取必要措施的，依法与该销售者承担
连带责任。 据《中国消费者报》作者：武晓莉

保险业发展到今天，“最大诚信”无疑已经是公
认的基本原则之一。然而，一些销售人员利用消费
者对产品认识的不足，通过夸大保险责任、隐瞒重
要信息等方式进行误导宣传，导致消费者购买了不
适合自己的保险产品，或者在需要理赔时碰壁。

近年来，监管不断加强对保险销售行为的监
管，对保险公司及销售人员、第三方平台欺骗投保
人的行为频频开罚单，同时也向保险消费者发布风
险提示，谨防销售误导风险。当下在保险消费中大
家可能会遇到哪些“套路”？通过以下案例，或许能
帮助大家在购买保险的过程中识别保险消费陷阱。

直播里的“叫卖式”医疗险

“生病、住院都能报，住院费、床位费、手术费，
自费药、进口药、外购药，花多少报多少，责任内
100%报销，不满意可以退……”这段贯口式销售话
术，来自某社交平台的保险直播间。当你偶然刷到
这样的直播，你是否会被如此全面的保障所吸引，
在主播的一声声催促中下单。

正是在这样的保险直播间里，消费者小刘下单了
一款百万医疗险。不过，直到理赔时他才发现，这款
保险的实际报销情况与他所听到的“100%报销”有
出入。小刘委屈地表示，当时主播反复强调的都是

“大病小病都能报”，并没有提及免赔额、报销比例限
制这些内容。造成消费者“不了解免赔额就下单”，
保险直播间没有尽到告知义务这一点毋庸置疑。

记者近日浏览多个保险直播间注意到，为了让
消费者更快地作出购买决策、促成更多的成交，夸大
宣传、隐瞒重要信息的情况仍然存在，涉及的险种集
中在少儿医疗险、百万医疗险等医疗险产品销售中。

以某款普惠版百万医疗险产品为例，主播在直
播间里反复强调“2万元以上100%比例报销”。“是
医保内的2万元以上吗？”面对网友关于2万元免赔
额的多次追问，该主播只是回应“只要是2万元以
上，都100%比例报销”。实际上记者查阅该产品时
发现，该产品的医保内、医保外的住院医疗金年度
免赔额均为2万元。

面对消费者的犹豫不决，在另一个主要销售少
儿医疗险的直播间里，主播催促道：“还有几分钟就
下播了，可以直接下单，不想要了可以随时退。”记
者注意到，根据保险条款规定，投保人在犹豫期后
申请解除合同会遭受一定经济损失。

此外，上述少儿医疗险、百万医疗险等短期医
疗险产品保障期间为一年，一些主播非但未提示续
保风险，还不断强调，只要能购买该产品，即便是出
险了也会续保到终身。

“1元购”后，上了自动扣费的套

“首月1元，享百万保障”——类似的“1元购”
广告频繁出现于手机软件中，这看似诚意满满的赠
险活动，实则是精心设计的陷阱。

张先生日前在某平台上投诉，自己的父亲被“1
元购”保险宣传误导，在去年12月领取了所谓的“1
元购”赠险之后，“被开通”投保。等张先生发现时，
其父亲的账户已连续多月被自动扣款135.6元。

记者注意到，在过去几年中，以低价诱导消费
者投保的套路，一度演化出多种形式。

一类是较早的“首月0元”套路。一些保险公司
和第三方网络平台在宣传页面显示“首月0元”“限
时特惠首月立减N元”等内容，实际是首月不收取
保费，将全年应交保费均摊至后11个月，消费者并
未得到保费优惠。2020年，原中国银保监会消费者
权益保护局发布通报，认定相关保险公司和平台给
投保人优惠（豁免或减少）应交保费错觉、诱导投保
人购买保险的行为，属于虚假宣传、欺骗投保人。

在短期健康险“首月0元”等被广泛关注、大量
投诉并被监管叫停和处罚之后，一种以“低保费、高
免赔”产品作为“引线”的操作模式变得较为普遍。

这被业内人士称为健康险“魔方业务”，其套路
是这样的：首先，你收到一条“每月1元起，最高600
万元保额”的投保链接，打开链接填写姓名、身份证
号、手机号后仅1元可领取赠险；此后电话呼入，客服
人员告诉你，目前选择的方案保障有限，可以通过增
加保费，将免赔起付标准从几万元降至1万元，赔偿
比例从40%提升至100%。电话挂断后，你会收到一
条短信，按照短信提示，点开链接点击“升级”即可。

2023年11月，监管层向保险公司下发《关于短
期健康保险产品有关风险的提示》，其中提到，不应
使用“保障完善”“产品升级”“保障提升”等词汇，不
当引导投保人进行新的投保或保全动作。使用“约
定延期扣费”“自动续费”等类似方式收取保费的，
要进行充分说明，确保投保人准确理解。签署的授
权扣费协议应与产品的保险期间匹配，并确保告知
投保人，若停止自动扣费，需如何进行操作。

“高收益”诱饵 把保险当理财卖

“我妈几年前在银行买了一份年金险，当时业务
员介绍的是一年交1万元，交满15年可以一次性取
出本金和利息，现在我打电话咨询之后发现跟业务
员介绍的不一样，实际是等我（被保险人）60岁之后
才能取出现金价值……”赵女士近日在网上发帖称。

所谓现金价值，是指根据保险精算原理计算的保
单实际所具有的价值，通常体现为投保人解除保险合
同，也就是退保时，保险公司向投保人退还的金额。

买保险的时候业务员说缴满保费就能退回本
金，实际退保的时候发现金额少得可怜。记者注意
到，不少保险消费者在购买寿险产品若干年后，才
发现销售人员存在宣传误导的情况，选择退保则可
能连本金都拿不回来。

近年来，在市场利率下行、资本市场波动等多
重因素影响下，能锁定长期收益的“保本”理财型保
险产品深受市场青睐，以最受市场追捧的增额终身
寿险为例，销售人员将“复利3%”作为宣传重点，类
比理财产品销售。中国精算师协会曾向消费者提
示风险，警惕有的保险营销员在销售该类产品过程
中涉嫌误导性宣传。

相对于高现金价值的增额终身寿险，年金险短
期累积的现金价值相对更低，回本周期相对更长。

原中国银保监会消费者权益保护局曾发布风
险提示，销售误导行为侵害消费者的知情权、自主
选择权和公平交易权等权利。

故意隐瞒保险产品属性，将具有相近保险责任
的产品进行混淆，或混淆保险产品和其他理财产
品，侵害消费者的知情权。比如以银行理财产品、
银行存款、证券投资基金份额等其他金融产品的名
义宣传销售保险产品；或者使用保险产品的分红
率、结算利率等比率性指标，与银行存款利率、国债
利率等其他金融产品收益率进行简单对比，给消费
者造成误导，容易引发理赔争议或退保纠纷。

此外，个别销售人员在销售分红险、投资连结
险、万能险等人身保险新型产品时，存在只强调“高
收益”而不展示不利信息、承诺保证收益等虚假宣
传行为。

警惕保险营销陷阱

如何避免落入保险营销的陷阱？多位业内人

士在受访时建议，保险消费者要在购买前做足功
课，不能仅凭借销售人员的口头承诺仓促下单。

北京排排网保险代理有限公司总经理杨帆表
示，保险消费者在购买保险产品之前，应仔细了解产
品条款内容，并保持理性思考，仔细评估保险产品是
否符合自己的实际情况和需求，不要被过度宣传和
销售手法所影响。谨慎选择销售渠道，避免通过非
法渠道购买保险产品。在购买保险产品之前，可以
咨询专业的保险从业人员，获取专业意见和建议。

针对保险消费陷阱，以及销售人员在直播等渠
道中可能存在的误导行为，慧择保险经纪客户服务
中心总经理左申洋建议，保险消费者在购买保险时
可采取以下措施防范销售误导，保护自身合法权益：

一是增强保险知识。了解基本的保险原理和
不同类型保险产品的特点，明确自己的保险需求，
以便在购买时能够作出明智的决策；

二是警惕夸大宣传。对于直播等渠道中夸大
保险责任、承诺高回报率的销售说辞，要保持警
惕，不轻易相信。在购买前，应仔细阅读保险合同
和条款，了解产品的实际保障范围、理赔条件和除
外责任；

三是核实销售信息。对于销售人员提供的信
息，可以通过保险公司官方网站、客服热线等渠道
进行核实，确保信息的真实性；

四是理性对待“优惠”活动。对于“1元购”等看
似优惠的保险产品，要仔细了解其背后的真实情
况，避免被低价吸引而购买到不适合自己的产品；

五是明确保险与理财的区别。保险产品的
本质是风险保障，而非投资理财。在购买时，要
明确自己的需求，避免被误导将保险当作理财产
品购买；

六是保留相关证据。在购买过程中，要保留好
与销售人员的沟通记录、保险合同等重要证据，以
便在需要时维权；

七是及时维权。如果发现销售人员存在误导
行为或自身权益受到侵害，要及时向保险公司投诉
或向相关部门举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左申洋表示，保险消费者在购买保险时应保持
理性、谨慎的态度，增强自我保护意识，避免被误导
购买不适合自己的保险产品。同时，监管部门也应
加大对保险市场的监管力度，打击销售误导等违法
行为，维护保险市场的健康发展。

供稿：《每日经济新闻》作者：涂颖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