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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宝市场诚信危机何解
可随意

定制“珠宝鉴
定 书 ”，让 消

费者如何再相信
商家的“保真”承诺？

对普通消费者而言，由于市场
信息不对称、存在一定专业门槛
等，往往很难判断珠宝的真伪和价
值。鉴定证书成为他们辨别真假最
直观明了的凭证。鉴定证书造假，
且公然售卖，不仅辜负了消费者信
任，严重扰乱了珠宝市场的正常秩
序，还对消费者的权益造成损害。

这类造假的买卖，之所以一直
存在，当然与监管不严、平台履责

不力脱不了干系。正如有律师所
言，商家知假售假行为涉嫌诈骗
罪。而平台对平台内经营者负有审
核、监督等管理职责。假证书持续
有市场，一直有商家借此牟利，说
明相关责任方依然有履职不到位
的地方，其中暴露出的监管和审核
漏洞，需尽快补上。

需明确的是，在我国，珠宝玉
石的质量检验和鉴定工作受到相
关法律法规的规范和保护。《中华
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和《中华
人民共和国计量法》等法律对珠宝
鉴定机构的资质、鉴定程序和标准
等进行了明确规定。这些法律法规

也为珠宝鉴定证书的法律效力提
供了有力支持。

而假证书的制定没有任何标
准门槛，却借用法律赋予证书的效
力，骗取消费者信任，其对市场秩
序的破坏不亚于制售假冒伪劣商
品。对此，需建立常态化的监管巡
查机制，尤其应针对这类售卖行为
多发生在网上的特点，不断延伸网
上对相关问题的监管触角，及时查
处涉事商家，保持依法严惩的监管
态势，遏止乱象蔓延。

平台方更应该负起管理责任。
面对商家的套路，平台自动监测店
铺卖假证书的行为可能有些困难。

但针对这一行业暴露出来的且持
续存在的问题，有必要考虑加大人
工审核力度。无论如何，都不能让
假证书在平台肆意售卖，这本身就
是维护平台良好商业生态的题中
之义。对此，平台方应有理性认识。

当然，对消费者而言，在购买
珠宝时，也需多些“打假”的意识，
造假者虽总想“以假乱真”，但只要
官网再查一遍，便能知其真伪。不
过分依赖鉴定证书，不轻信低价促
销，同时，尽量选择信誉良好的商
家，多渠道了解产品的信息，才能
避免花钱买假货。 本版综合
央广网、红星新闻、新京报等

葛评论

消费者反映：
低价珠宝货不对板
鉴定证书疑似造假

今年7月份开始，上海消费者
王女士关注了某电商平台的珠宝
直播间，直播间宣称销售的产品是
海水珍珠，商品附带的证书也一一
对应，王女士陆续购入了十多单珍
珠首饰，总价值约15000元，8月20
日前后，一单明显低于市场价的商
品，让她起了疑心。

“在直播间，商家解说得非常
正规，而且说所有产品都有配套证
书。一开始我没有想到去复检，后
来有一款产品，我觉得价格便宜得
离谱，keshi（一种不规则海水珍珠）
本来是按克来算的，直播间一整串
只卖一千，我就拿去检验了。”

王女士将其中两个订单产品
送至上海的检测机构复检，其中一
对商家声称的海水珍珠耳饰被鉴
定为淡水珠，而不规则海水珍珠
keshi项链的检测结果显示可能为
海水、淡水珠混杂制成。

王女士说，她在购买这些产品
时比较谨慎，查询过商家提供的鉴
定证书，证书上的网址、编号均可
查询，二维码扫描结果也与所购商
品一致。如今回想起来，只能说直
播间卖家在商品介绍及鉴定证书
上做了“全套”工作。“商家也知道
自己卖的不是真正的海水珠，在标
注的时候，不会写明是海水珍珠，
只写珍珠饰品”。

在直播间买到附带鉴定证书
的假珠宝，并非个案。陕西的陈先
生告诉记者，不久前，家里的老人
开始沉迷在直播间购买便宜的珠
宝玉石，在直播间主播的诱导下，
前后花了一千多元买了包括绿钻
石项链等在内的十几件产品，“他
们说在缅甸之类的矿区里生产这
些东西，暂时在当地便宜卖。有一
块是金包玉，到当地收黄金的地方
验了一下，人家说这是假东西”。

河北的肖先生在珠宝直播间买
到过货不对板的和田玉首饰。“他们
卖的是碳酸盐玉，就是和田玉伴生矿
一类，玉质达不到出和田玉真正证书
的要求，但在小机构就能出这种证
书。当时商家不给退货，所以我就自
己去做了一次证书，和他出来的结果
是不一样的。”肖先生说。

乱象丛生：
只看照片就能出鉴定书
“张冠李戴”也很常见

去年12月，北京阳光消费大数
据研究院、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消费
者保护法研究中心等机构发布珠
宝网络直播消费维权舆情分析报
告，报告显示，珠宝首饰类消费投
诉增幅较高，虚假宣传、宣传隐瞒
等问题尤为突出。

虚假宣传的问题中就包括夸
大、诱导价值、胡乱估价等行为，在
专家们看来，鉴定证书的“加持”则
让这种虚假宣传更难以辨别。

有媒体调查发现，这类证书一
部分为生拼硬凑的“假证”，证书上
的网址、名称或联系电话均为伪
造；还有一类是套证，也就是真证
书被套用在了假珠宝销售中，只需

要一件真品，就可以为同款假珠宝
批量配备无数“真”证书。

记者在网络查询发现，电商平
台及二手闲置平台均有提供证书
制作的商家。

其中一个商家对记者表示，不
需要快递实物，只需提供珠宝的白
底照片就可以出证，想要出什么样
的检测结论都可以。如果量少，一
张证书收费10元，如果量大，每张
只要五六块钱。

该商家向记者展示了两家鉴
定机构的证书模板，一家为中金国
银珠宝检测中心，记者查询发现这
是一家注册于深圳的检测机构；另
一个证书显示为福建莆田市金国

检金银珠宝检验检测中心出具，按
照商家提供的证书模板信息，记者
在这两家机构的官网上均找到了
对应的产品鉴定证书。

假证书在发展过程中，已具备
某种“以假乱真”的能力。有合作团
队自行开发“假网页”，保证无论扫
二维码，还是登录证书检测机构网
址，都能查到同样的鉴定结果。

值得关注的是，今年年初，莆
田市金国检金银珠宝检验检测中
心因出具虚假金币检测报告被福
建省市场监管部门调查处理。业内
专家表示，如果不是商家恶意套
证，就可能存在一些机构为了盈
利，违背检验检测基本原则的情
况。“现在珠宝这块市场门槛比较
低，比较乱的检测机构不走流程，
根本不检测，直接给你印证书”。

律师说法：
平台对入驻商家

具有审核监管义务

对于消费者来说，真假难辨的
珠宝鉴定证书还带来了维权方面
的困难。记者采访的多位消费者均
表示，如果自己不去权威检测机
构复检，出具有公信力的鉴定证
书，很多直播间都拒绝退货，退一
赔三就更难实现。在此过程中，复
检的精力及费用只能由消费者自
己承担。

河南泽槿律师事务所主任付
建表示，如果网店或直播间人员知
假售假，如用玻璃代替玉石，其行
为涉嫌欺诈，需承担退货退款、增
加赔偿等责任，增加赔偿金额为价
款或服务费用的3倍。

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
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音江认为，如
果没有对商家尽到监管的义务，电
商平台也应承担连带责任。

“依据电子商务法，平台除了
对入驻商家、入驻账号进行资质审
核之外，还要加强日常监管。如果
平台明知或应知平台内的商家存
在违法违规或损害消费者合法权
益的行为，比如很多消费者都反映
这个平台内的商家存在用假证、虚
假宣传的问题，平台仍然没有下架
或向有关部门报告，没有采取这样
的措施，导致消费者权益受到损害
的，平台也要承担连带责任。”陈音
江说。

付建提醒，对于入驻的商家，
平台具有审核监管义务，确保商家
资质合法、商品信息真实可靠。如
遇消费纠纷平台也应及时介入，为
消费者办理退费等服务。

近日，一些消费者反映，他们在直播间购买低价珠宝玉石，收
到快递后不仅发现货不对板，与这些珠宝玉石配套的鉴定证书也
有问题。

这些鉴定证书有产品图片、可查询的二维码，甚至有一些还标
注了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标志，但实际上是由一些不法商家制售

的假鉴定证书。
记者进一步调查发现，除制售假鉴定证书外，

一些商家还号称只要提供珠宝玉石的白底照
片，几块钱就能出证。该如何监管珠宝鉴

定证书制假乱象？

二手闲置平台商家展示的珠宝鉴定证书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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