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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一些以动漫、影视剧、原创角色等为形象基
础、外形及功能仿真度较高、做工精细的潮玩产品受到年
轻消费群体青睐。“潮玩”以“盲盒”为首，产品包括手办、
积木、雕像等品类，成为新兴消费市场最热门的词汇之
一。中国社科院发布的《2021中国潮流玩具市场发展报
告》预计，2022年以盲盒为代表的中国潮玩经济市场规模

达478亿元。
然而，在潮玩市场兴起的同时，虚假宣传、过度营

销、产品质量参差不齐等乱象也逐渐显现。不久前，国
家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盲盒经营活动规范指引（试行）（征
求意见稿）》，为行业发展划定“红线”。专家认为，该规定
将有效打击行业乱象，让潮玩市场发展更加健康有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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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办、积木、雕像等盲盒产品受青睐——

潮玩有潮味，发展须规范
本报记者 赵 昊

链 接

新视角

凭借具有社交、收
藏、娱乐等社会属性，
潮玩深受年轻人喜爱。
中国社科院国情调查与
大数据研究中心发布的
报告预计，2022 年中
国潮玩市场规模达 478
亿元。

盲盒是潮玩主要的营销模式。有人
说，人生就像拆盲盒，永远不知道下一
个打开的是惊喜还是失落。盲盒从起初
的潮玩已迅速扩展至美妆、文具、图
书、文创等多个行业。一时间，似乎

“万物皆可盲盒”。
盲盒的独特在“盲”，短板也在“盲”。

潮玩行业一路高歌猛进的同时，虚假宣
传、过度营销、产品质量参差不齐等问
题也不少。有的商家利用信息不对称，
夸大商品价值，并故意制造所谓的“限

量”“隐藏”等噱头搞“饥饿营销”，诱导
消费者特别是青少年群体过度消费；有
的借机出手“三无”产品、“山寨”货等欺
骗消费者；有的混淆潮玩与传统玩具界
限，对儿童健康构成一定威胁……种种
乱象，突破了道德和法律底线。

对于任何新事物、新业态，监管不
可缺位。作为一种新兴事物，潮玩自身
也不断有新变种、新形式，但不能触碰

“底线”、逾越“红线”。潮玩监管不该有
“盲区”。从实践中可以发现，单靠商家
自律，无法保证其在巨大利益面前“不

盲目”，必须及时出台规范、加强监管。
潮玩市场不再是“幼苗”，经过近几年蓬
勃发展，已成长为一棵需要修剪的“大
树”。修剪，不是为了限制树木生长，
恰恰相反，是为了让它长得更茂盛、更
挺拔。

2022 年 3 月，全国首个潮玩行业团
体标准《鉴赏收藏用潮流玩偶及类似用
途产品》发布，从质量安全、消费权
益、监督执法三个层面促进行业规范化
发展。之后，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就《盲
盒经营活动规范指引（试行）》公开征求

意见，加强对盲盒经
营 活 动 的 规 范 。 比
如，盲盒经营者要将
商品名称、种类、样
式、抽取规则、投放
数量、隐藏款抽取概
率、价值范围等关键

信息以显著方式对外公示，不得向 8 周
岁以下未成年人销售盲盒等。

时至今日，潮玩衍生的问题引发了
社会广泛关注，从地方到国家，对潮玩
行业的规范、监管也越来越重视。相信
随着一系列新规的出台，潮玩市场的乱
象会得到有效遏制，潮玩行业将驶入健
康发展轨道。

让潮玩行业驶入健康发展轨道
史志鹏

第五条第四款 药品、医疗器械、特殊
化妆品、有毒有害物品、易燃易爆物品、活
体动物、无着快件、食品等在使用条件、存
储运输、检验检疫、监督管理等方面有严格
要求的商品，不得以盲盒形式销售。

第七条 盲盒经营者应依据生产经营成
本和市场供求状况，合理确定盲盒价格。

盲盒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应明码标
价，不得在标价之外加价出售商品，不得实
施不按规定明码标价、哄抬价格、价格欺诈
等违法行为。

第八条 通过盲盒形式销售的，同一套
系商品或者服务的成本差距不应过大。盲盒
商品价格不应与同质同类非盲盒销售商品价
格差距过大。

第九条 盲盒经营者应将商品名称、商
品种类、商品样式、抽取规则、商品分布、
商品投放数量、隐藏款抽取概率、商品价值
范围等关键信息以显著方式对外公示，保证
消费者在购买前知晓。

盲盒经营者不得通过后台操纵改变抽取
结果、随意调整抽取概率等方式变相诱导消
费。不得以折现、回购、换购等方式拒绝或
者故意拖延发放盲盒。不得设置空盒。

第十条 盲盒经营者应建立和完善商品
生产经营记录制度，保留抽取概率设定、结
果抽取的完整记录，并以此为依据进行实际
的市场投放和向消费者发放盲盒。

通过在线方式销售的，盲盒经营者应建
立追踪记录制度，确保消费者所抽取的商品
发放到位，并自觉接受监督。

相关记录留存时间一般不少于3年。
第十一条 鼓励盲盒经营者建立保底机

制，通过设定抽取金额上限和次数上限，引
导理性消费。

鼓励盲盒经营者自觉承诺不囤货、不
炒作、不直接进入二级市场，并接受社会
监督。

第十二条 盲盒经营者应按照法律法规规章规定，通过产
品标签、消费提示等方式充分告知消费者盲盒商品的名称、产
地、生产者、执行标准、性能、规格、成分、生产日期、有效
期限、使用存储条件、安全警示、“三包”条款等关系商品质量
的基本必要信息，标注的信息应真实、准确。

第十四条 盲盒经营者不得对抽盒规则、抽取概率、销售
状况、用户评价、商品数量、商品规格、商品质量、服务提供
方式等作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欺骗、误导消费者。

第十七条第一款 盲盒经营者通过充分告知提示，并经消
费者确认后，以互联网形式销售的盲盒商品拆封后可以不适用
七日无理由退货。但以全包形式销售整套系列商品，消费者拆
封后要求整套退货的，经营者应依法执行网购七日无理由退货
规定。盲盒经营者不得以默认勾选方式替代消费者确认环节。

第二十条 食品经营者在从事食品销售、餐饮服务过程中
使用盲盒商品开展促销活动的，应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食品
浪费法》有关规定。餐饮服务经营者不得诱导、误导消费者超量
点餐。

第二十一条 盲盒经营者不得向 8 周岁以下未成年人销售
盲盒。向 8周岁及以上未成年人销售盲盒商品，应通过销售现
场询问或者网络身份识别等方式，确认已取得相关监护人的
同意。

盲盒经营者应以显著方式提示 8周岁及以上未成年人购买
盲盒应取得相关监护人同意。

鼓励地方有关部门出台保护性措施，对小学校园周围的盲
盒销售模式包括距离、内容等进行具体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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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 骏作 （新华社发）

市民在上海南京路步行街一家门店里选购盲盒。 王 初摄 （人民视觉）市民在上海南京路步行街一家门店里选购盲盒。 王 初摄 （人民视觉）

王 鹏作 （新华社发）

隐藏款抽奖概率应公示

北京的小王是一名不折不扣的“盲盒爱好者”，
在家中放着一个展示柜，里面密密麻麻摆满了各类
盲盒玩偶。“我前前后后购买了几百个盲盒，花费不
少。”小王对记者说。

小王还记得第一次买盲盒的经历：在逛商场的
时候，小王被盲盒封面上的美人鱼吸引，一连购买
了七八个盲盒，都没有抽到心仪的玩偶。“从那以
后我就喜欢上了抽盲盒。一方面我喜欢抽盲盒带
来的未知感，另一方面集齐一个系列的玩偶会很
有成就感。”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商学院营销学系教授谢
毅对记者说，盲盒商家的营销策略是通过设置概率
让消费者的购买结果具有不确定性，激发消费者求
新、求变、猎奇的消费心理。有些消费者心甘情愿
为盲盒掏腰包。

“集齐一整套玩偶并不容易。”小王说，一般一个
系列的盲盒有10个左右的玩偶，其中包含一两个隐
藏款玩偶。抽中一个隐藏款玩偶平均需要购买几十
个盲盒，有的热门系列需要购买近百个盲盒才能抽
中。被问到抽中隐藏款的具体概率是多少，小王也
说不清楚。

不透明的概率，为一些人牟利创造了空间。“有
时商家会偷偷加价卖给我一些隐藏款，有时我会从
二手市场高价购买。”小王说。

溢价到底有多大？记者在某盲盒交易网站浏览
发现，某原价 89 元的盲盒标价为 2099 元。还有一
些隐藏款溢价率在700%到1400%不等。

北京中伦律师事务所律师苗青青对记者说，
卖家在标价之外加价销售盲盒，有损消费者知情
权。如果使消费者陷入对盲盒价值的错误认知甚
至高价购买低价值产品，则有损消费者的公平交
易权。

“盲盒中的隐藏款具有神秘感和稀缺性，消费者
想要拥有隐藏款，部分是出于‘人无我有’的求异心
理。”谢毅说，“此外，由于抽中隐藏款的概率更低且
不透明，让消费者在开盒前对结果充满期待，更加
刺激消费者的购买意愿。”

目前，盲盒已逐渐成为潮玩主要的营销模式。
为进一步规范潮玩市场，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国家
市场监管总局不久前发布《盲盒经营活动规范指引

（试行）（征求意见稿）》（简称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
开征求意见。

与普通商品相比，盲盒具有很强的信息不对称
性，消费者容易被商家夸大商品价值、虚构中奖概
率等虚假宣传所误导。对此，征求意见稿提出，盲
盒经营者应将商品名称、种类、样式、抽取规则、
投放数量、隐藏款抽取概率、价值范围等关键信息
以显著方式对外公示，保证消费者在购买前知晓。
盲盒经营者不得通过后台操纵改变抽取结果、随意
调整抽取概率等方式变相诱导消费。

不得向8周岁以下未成年人销售盲盒

谈及盲盒，陕西西安的梁先生听了直摇头。“我
7 岁的孩子购买盲盒后一发不可收拾。”梁先生说，

“平时他就经常缠着我买，我知道买盲盒会上瘾，所
以很少给他买。但有时实在拗不过，也会给他买一
些。”更让梁先生烦恼的是，他的孩子还偷偷用压岁
钱购买盲盒，“花了大概 1000 多元，等我发现的时
候已经晚了。”

“相较成年人，青少年的消费心理更加开放、好
奇。”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对记者表示，

“盲盒在青少年群体中受到欢迎，部分原因在于盲盒

商家在一定程度上利用了青少年的好奇心以及探索
未知的心理。”

谢毅认为，盲盒受到儿童的青睐，原因是儿童
的分辨能力相对较低，盲盒还具有社交属性，被一
些儿童当作进入一个社交圈的“入场券”。“小朋友购
买盲盒，很多是出于向同龄人炫耀的目的。”谢毅说，

“在一些青少年群体中甚至出现了攀比盲盒数量和款
式的现象。”

征求意见稿第二十一条规定，盲盒经营者不
得向 8 周岁以下未成年人销售盲盒。向 8 周岁及以
上未成年人销售盲盒商品，应通过销售现场询问
或者网络身份识别等方式，确认已取得相关监护
人的同意。同时，盲盒经营者应以显著方式提示 8
周岁及以上未成年人购买盲盒应取得相关监护人同
意。鼓励地方有关部门出台保护性措施，对小学校
园周围的盲盒销售模式包括距离、内容等进行具体
规范。

新规出台后，记者在某盲盒的网络旗舰店搜索
发现，尽管在该商品“产品信息”一栏中标示出“适用
年龄：15 岁及以上”，但在购买过程中并不需要输入
任何年龄信息。在向该网店客服咨询“8岁以下的儿
童能否购买”时，得到的答复只是“我们的商品一般
适合15岁以上的人群使用”。

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
陈音江说，大多数盲盒潮玩类产品包装上标注的“适
合15岁及以上人士使用”等字样，更像是商家的“免
责条款”，一旦有消费者质疑产品不适合未成年人，
商家便辩称已在包装上进行明示。因此，应当从产
品生产到销售环节都建立严格强制性标准，在线下
线上销售过程中必须严格遵守，对违反者进行严厉
惩处。这样既能为企业划定红线，也能让监管部门
有法可依，避免流于形式。

储朝晖认为，除完善法律制度外，企业也必须
提高未成年人保护意识。产品生产企业有责任向社
会提供符合正确价值理念的商品，而不应单纯为了
追求经济利益，不顾及产品可能给未成年人带来的
潜在负面影响。

在生产过程中实现全流程管理

宠物盲盒、蔬菜盲盒、文具盲盒……最近，盲

盒营销手段从潮玩蔓延到其他领域，盲盒的种类和
形式越来越多，甚至“万物皆可盲盒”。这一做法引
来消费者越来越多的投诉。“我发现只要是能够吸引
消费者的物件都可以‘盲盒’，甚至是一些滞销品都
跟盲盒的风，我觉得这样是在污名化潮玩这个领
域。”潮玩爱好者谢若琳说。

“‘万物皆可盲盒’的现象，是因为盲盒这种营销
手段对商家来说投入低、回报高。商家设置盲盒不
需要额外投入很高成本，但能够激发消费者的购买
欲以增加利润。”谢毅说，“另一方面，盲盒市场飞速
发展，若监管没有及时跟上，就会给一些不法商家
提供可乘之机。”

在价格方面，征求意见稿明确，盲盒经营者提
供商品或者服务应明码标价，盲盒商品价格不应与
同质同类非盲盒销售商品价格差距过大。针对“万物
皆可盲盒”的现象，征求意见稿提出，药品、医疗器
械、特殊化妆品、有毒有害物品、易燃易爆物品、
活体动物、食品等在使用条件、存储运输、检验检
疫、监督管理等方面有严格要求的商品，不得以盲
盒形式销售。

苗青青表示，以盲盒的形式销售活体动物，是
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和《邮政法实施
细则》的行为，卖家面临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
得、罚款的惩罚措施，构成犯罪的，还应当被追究
刑事责任。

未来，如何让潮玩市场更加健康有序发展？
“新规出台并不意味着一劳永逸。”谢毅说，“应积

极推动新规落地，监管部门应明晰权责，在盲盒生
产过程中实现全流程的管理。另一方面，要加大执
法力度，让不法商家受到应有惩罚。”

苗青青认为，在总结征求意见稿和各地先进管
理经验的基础上，可以适当出台更高层面、更高标
准的全国性立法，让盲盒经济在法治轨道上良性发
展。“比如，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可以就‘盲盒’这种销
售行为设立专章，未成年人保护法也可以在‘社会保
护’一章中，对未成年人的购买行为作出规定。”苗青
青说。

如何让消费者树立理性消费理念，避免落入盲
盒商家的“圈套”？谢毅说，有关部门应采取消费者
易于接受的方式进行宣传，让消费者更加了解盲盒
销售的实质、新规的各项内容等，“尤其是对于青少
年要更加注重宣传、引导的形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