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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平台上，

刺绣、漆艺、剪纸、

油纸伞等非遗工艺

品搭配生动的画面

与 音 乐 ，很 快“ 圈

粉”，吸引不少网友

拜师学艺、下单购

买。专家认为，互

联网和数字技术为

非遗传承人搭建了

走进千家万户的舞

台，让更多人可以

看非遗直播、赏非

遗技艺、购非遗产

品，为非遗的保护

传承和发展创新拓

宽了路径。

“该选哪个品牌？”“产品使用感如何？”随着移动互联网

普及和电商平台迅速发展，消费者在购物时往往面临“选择

的烦恼”。近年来，越来越多第三方测评机构出现在各大互联

网平台上，给消费者“种草”“拔草”。专家指出，目前一些

互联网测评机构独立性、公正性、规范性不足，诸多行业乱

象亟待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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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安徽省合肥市肥东县大力实
施“新品种、新技术、新模式、新装备”
科技成果转化行动，加速推动以雾耕技
术、垂直农业、数字技术、智慧温室为主
要生产方式的植物工厂建设，促进农业稳
产增效，助力农民增收致富。

图为近日，在肥东县桥头集镇现代雾
耕农业科技示范园植物工厂内，工作人员
正管护雾耕蔬菜。

王尚云摄 （人民图片）

科技助农稳产增效

“买前看测评”成消费习惯

记者在某互联网平台上搜索关键词“测
评”，显示有超过“220 万+”篇笔记，包括
美食、穿搭、护肤品、数码产品、小家电甚
至玩具，可谓“万物皆可测评”。不少测评笔
记在封面图留下醒目的评价，诸如“必入”

“谁买谁后悔”“不是智商税”等。
所谓第三方测评，是指独立于两个具有

利益相关性的主体之外的某个客体，以公
正、权威的非当事人身份，根据有关法律、
标准或合同，对商品或服务进行检验评测，
并给出不带有倾向性的结论。

如今，“买前看测评”成为不少消费者
的日常习惯，由此催生各大互联网平台上
出现一大批“测评博主”。他们以图片、文
字或视频等形式，结合个人对商品或服务
的消费体验，给消费者提供参考和建议。
以美妆类产品为例，记者观察到，这些测
评博主往往结合自身肤质讲解产品使用效
果。

“互联网测评机构发展已呈现行业性特
点。”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副教授
范 世 乾 在 接 受 本 报 记 者 采 访 时 指 出 ， 客
观、公正的测评具有一定积极意义。对消
费者而言，通过参考相关测评内容，可以
更有针对性地自主选择商品和服务，减少
挑选成本。对商家而言，第三方测评机构
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一股监督力量，有利于
倒逼企业提供更加优质的产品与服务，促
进市场良性发展。

虚假测评扭曲行业生态

近日，一名拥有10万多粉丝的数码博主
被判赔偿8.6万余元，原因是“发布虚假测评
损害企业名誉权”。业内人士指出，虚假的测
评信息不仅会错误引导舆论，也会侵害生产
者及经营者的名誉权，扰乱健康的市场秩
序。本案明确了测评言论的合理边界，规制
了网络虚假测评行为，对营造清朗有序的网
络空间、保障企业的合法权益具有积极意义。

一段时间以来，消费者参考相关测评买
到问题商品、质疑测评机构公正性的声音不
绝于耳。近期，两家消费领域第三方测评机
构“互掐”的新闻登上热搜，再度引发人们
对第三方测评行业乱象的关注。业内人士指
出，由于没有从业资质、准入门槛等硬性规

定，第三方测评机构良莠不齐，一些测评机
构自立标准、虚假测评、恶意公关等行为时
有发生，难言科学与公正。

足球运动爱好者小杨没想到，两场足球
赛结束后，新买的球鞋开胶了。为了买到一
双好球鞋，他曾花了数小时看某第三方测评
平台发布的评测视频，最后花了 600 多元买
了视频博主鼎力推荐的球鞋。“可是怎么一穿
就坏了？这些测评平台推荐的商品咋这么不
靠谱？”小杨很是疑惑。

据了解，有些消费品测评平台“以商养
测”，一边开展各式各样的测评，一边进行电
商卖货、广告营销等，其销售商品质量往往
难以保证。冯艳经常从第三方测评平台上选
购商品，因为“省时省力，不用再货比三
家”。但她最近从某测评平台上买的商品，频
频出现质量问题。例如新买的保温杯刚装进
热水没多久，杯中水就凉了。

中央财经大学证券期货研究所研究员
杨海平认为，总体而言，目前互联网第三
方测评机构仍处于发展初期，主要存在以
下几个问题：一是机构数量不少，但影响
力相对不足，部分机构公正性存疑，难以
确保作为第三方测评机构的权威性。二是
测评机构发展较快，但商业模式的成熟度
相对不足，主要是没有处理好公正性和营
利 性 之 间 的 关 系 。 三 是 测 评 机 构 比 较 活
跃，但规范性相对不足，主要是准入门槛
低，监督管理不够。

记者在多个互联网平台发现，一些测评
报告会在封面图片上标记“赞助”两个小
字，还有的测评报告下直接附带“推荐商
品”的购买链接或优惠券，“假测评、真广
告”屡见不鲜。专家指出，需要警惕的是，
以自媒体为代表的一些第三方测评平台，不
但没有与品牌方做利益隔离，反而进行深度
绑定，使评测标准形同虚设。测评机构的独
立性、公正性、规范性不足，不仅会影响消
费者选择，还会扭曲行业生态。

目前，第三方测评还没有统一的评测标
准。一些测评平台自立标准，给商品做评级
或推荐。评测标准不同，得出的结果可能会
完全不同。以拉杆箱为例，一家测评平台选
取了 5 个品牌的拉杆箱，通过对拉杆性能、
噪音、重量、抗压能力等方面的评测，得出
的结论是某品牌旅行箱“价格贵，抗压能力
差，坠落易变形，性价比一般”。而另一家测
评平台在对拉杆箱的评测中，通过外观细
节、拉链使用感受、材质、拉杆、轻便性等
方面的测试，得出的结论却是上述同一品牌
同款旅行箱“最靠谱”。

加大监督管理力度

“谁来测评第三方测评机构？”新业态
的快速生长带来了监管新课题。在中国互
联网协会法工委副秘书长胡钢看来，应进
行 法 治 化 的 系 统 治 理 ， 引 导 行 业 向 上 向
善，夯实企业主体责任、引导行业自律，
强化责任追究，彰显法律引领威慑惩戒的
强 大 力 量 ； 特 别 要 完 善 落 实 公 益 诉 讼 制
度，更好地发挥消费者组织和检察机关的
积极作用，快速高效一揽子解决涉及众多
消费者的各类侵权行为。

“针对专业性要求较高的测评品类，博
主发布测评言论时应当基于真实可靠的数
据 ， 以 及 对 相 关 产 品 特 性 全 面 深 入 的 了
解。”广州互联网法院法官朱晓瑾建议，测
评博主在发表关于某种产品或服务的评论
时，应秉持实事求是的测评态度，基于自身
的消费体验，或者基于真实可靠的数据，所
发布的内容应当基本客观，不得借机诽谤、
诋毁而损害生产者及经营者的名誉、商誉，
如逾越法律界限侵害企业名誉权，必须承担
相应的法律责任。

业内人士指出，目前大部分互联网测评
机构都具有商业属性，商业化发展必然伴随
着广告营销的商业模式。2021年11月，国家
市场监管总局发布 《互联网广告管理办法

（公开征求意见稿）》，其中明确提出，通过
互联网媒介，以竞价排名、新闻报道、经验
分享、消费测评等形式，或者附加购物链接
的其他形式推销商品、服务的，应当显著标
明“广告”。

范世乾认为，针对第三方测评机构发布
的内容，市场监管部门应具体问题具体分
析，精准定性、严格执法。“属于广告范畴
的，根据 《广告法》 进行监管，看相关测评
内容是否构成虚假广告；若构成不正当竞
争，根据 《反不正当竞争法》 予以处罚；涉
嫌推销假冒伪劣商品的，根据 《产品质量
法》《食品安全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等
予以处罚。”

“针对互联网测评机构乱象，应推动建
立‘行业自律+市场监管’的监督管理模
式，建立行业规范，淘汰独立性、公正性、
规范性不足的测评机构，修复行业生态。”
杨海平说。

行业乱象亟待治理，公正真实才是正道

平台第三方测评不可野蛮生长
本报记者 李嘉宝

传承人“圈粉”不少

“看了刘老师的直播，学到很多，老
师讲得太好了，耐心细致，通俗易懂。”

“潍坊风筝太漂亮了，自己学了也可以动
手做了，期待下次直播！”……潍坊风筝
传承人刘志江的一次风筝扎制技艺直
播，吸引众多风筝爱好者观看学习。

国家级非遗项目苏绣代表性传承人
姚惠芬从2020年10月起在抖音上开设个
人账号，目前已有 15 万粉丝，一条介绍

“双面三异绣”的短视频收获 140 多万点
赞量，网友在评论区赞叹：“苏绣真是精
细、精巧、精妙！”姚惠芬说，自从她在视
频平台分享苏绣后，全国各地的网友都
给她留言评论，希望能学习刺绣。

专家认为，视频的表现形式多样、
视觉冲击力突出，能在短时间内把非遗
老手艺最美、最吸引人的一面展现出
来。非遗文化在新技术、新载体的助力
下传播开来，让更多人领略到传统手工
艺的魅力。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去
年联合印发 《关于进一步加强非物质文
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提出促进广
泛传播，适应媒体深度融合趋势，丰富
传播手段，拓展传播渠道，鼓励新闻媒
体设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专题、专栏等，
支持加强相关题材纪录片创作，办好有
关优秀节目，鼓励各类新媒体平台做好
相关传播工作。

“过去我们靠语言、文字，后来靠
照片、摄像，如今我们可以通过更新的
技术调动一切资源，加强传承和传播力
度。传承和传播是非遗保护的两个翅
膀，有了两个翅膀才能飞得高、飞得
远。”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刘
魁立认为，非遗传承不能离开数字化和
网络手段，以新技术传播非遗文化是在
当代更好传承非遗的必要条件。

打开线上新销路

专家指出，非遗保护传承，重在融入
现代生活、展现当代价值。非遗不是躺
在橱窗里的展品，也并非束之高阁的技
艺绝活，而是促进增收致富的“金钥匙”。

乔雪是宁夏银川市非物质文化遗产

名录拓展项目“乔家手工皮艺”的传承
人。她开设了账号“皮雕大师乔师傅”，
通过短视频和直播展示手艺。据悉，乔
雪已开展上百场直播，累计通过直播卖
出超过300万元的皮艺制品。

贵州“80后”苗族织锦技艺传承人甘
小芝创作的短视频深受年轻人喜爱。
2019年，她开始录制教学视频，分享织锦
知识，把独具特色的苗族传统服饰和玲
珑精致的手包通过视频呈现在网友面
前，一下子打开了新销路。

目前，一批新兴非遗品牌崛起，不少
非遗传承人纷纷转型线上拓展市场。互
联网拉近了非遗作品与消费者之间的距
离，让非遗技艺摘下“神秘面纱”，走进普
通人的生活。借助互联网平台，可充分
展示非遗文化与技艺，有助于非遗作品
销售，让非遗品牌符合当下多样化、个性
化、定制化的消费趋势和潮流，实现生产
与消费的良性循环。业内人士指出，直
播缩短了非遗产品与用户之间的距离，
也让非遗产品的自我迭代加快，能及时
知道用户喜欢什么、需要什么。

重庆工商大学艺术学院院长殷俊接
受本报采访时说，在非遗文化的保护传
承和发展创新过程中，利用互联网和数
字技术是大势所趋，既能满足人们日益
增长的精神文化消费需求，也能够让非
遗项目“活起来”、让非遗传承人“富
起来”。

拓宽非遗发展创新空间

目前不少短视频平台、电商平台等
意识到非遗的巨大潜力，正充分运用技
术和创意为传统文化赋能，让更多人了
解非遗、走近非遗、爱上非遗。

据统计，截至 2021 年 6 月，中国
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
达 1557 项。为了帮助发掘非遗文化和
市场价值，助力非遗传播，抖音平台
发起“非遗合伙人”“看见手艺”等计
划，通过加强流量扶持、官方培训、
直播基地服务等，让非遗被更多人看
见的同时，为非遗传承人带来更多就

业机会，创造更多收入。
刘魁立认为，广大非遗人应与时俱

进，充分运用电商平台，推动非遗更好
融入当代生活，让更多人关注和消费非
遗产品，尊重传承人的智慧和技艺，并
从中感受非遗之美。

“非遗的保护传承和发展创新需要
并重。”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
王炎龙接受本报采访时说，非遗文化的
生命力表现在传承和创新，做好价值挖
掘和增值拓展很重要。互联网和数字技
术的融合，给非遗文化带来更多发展的
可能。新媒介技术的融合进一步拓宽了
非遗传承发展空间，非遗保护要实现可
持续发展，需要借助互联网和数字技术
的优势。

未来如何进一步挖掘非遗的数字
化潜力？殷俊建议，加快促进非遗品
牌化战略，实现非遗的长久发展；合
力搭建非遗全媒体展示传播平台，聚
合 各 类 优 秀 的 非 遗 项 目 、 非 遗 传 承
人，提高非遗影响力，有效提升传播
质量和影响力。

传承和传播“两翼齐飞”

“互联网+”激活非遗生命力
海外网 李雪钦

传承和传播“两翼齐飞”

“互联网+”激活非遗生命力
海外网 李雪钦

24岁的黄杨伟是海南一名大学生，也是一名创业者。他在五指山市区开了
一家非遗黎锦服饰店，除了卖黎族服饰，还会不定期线上直播讲解黎锦制品和
黎族文化。图为黄杨伟 （左） 和外婆一起织黎锦。 新华社记者 张丽芸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