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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身边许多朋友都在用
华为手机，我也过来看看。”家住
曼谷的媞蒂波日前在丈夫的陪同
下，来到市内的华为手机销售门
店。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她试
用了一款华为手机，迅速被该产
品“圈粉”。“P20 使用起来非常顺
手，运行流畅，外观也很漂亮，我
对这部新手机非常满意！”媞蒂波
告诉记者，今年刚刚推出的华为
新款手机价格实惠，质量上也不
输给其他品牌。

近年来，华为、OPPO、vivo等
中国品牌手机在东南亚市场稳扎
稳打。“中国品牌手机性价比高、口
碑好，很少有顾客投诉。”在曼谷一
家手机卖场内，店铺负责人肯娅拉
告诉记者。市场调研机构 IDC发
布的2017年东南亚智能手机市场
报告显示，OPPO的市场份额占到
17%，紧随第一名三星（29.1%）；vi⁃
vo（7.2%）和华为（5.4%）则分列第
三、四位；苹果以4.4%位列第五。

在柬埔寨，使用中国品牌手机
早已成为一种时尚。在首都金边
的繁华地段——永旺购物中心内，
OPPO 和 vivo 的柜台前总是挤满
顾客。这两款手机品牌在该国有
相当数量的分店，广告牌随处可
见。柬埔寨首相洪森就是中国品
牌手机在该国的“粉丝”。在去年
一次慰问柬埔寨工厂工人的活动
中，洪森现场介绍了华为先进的语
音输入功能。曾在缅甸工作过的

东南亚电信（柬埔寨）有限公司行
政总监张玉栋告诉记者，在缅甸、
柬埔寨民众心目中，中国手机品牌
代表着潮流、时尚和高性价比。

在印度尼西亚，vivo今年 3月
29 日推出了新机型“V9”，发布会
的举办地就在世界文化遗产之
一、印尼佛教寺院婆罗浮屠。399
万印尼盾（约合1995元人民币）的
亲民价格、印尼人气歌手的站台
助阵、12 家主流电视台的实况转
播，都显示出中国品牌手机在当
地的高人气和雄厚实力。家住雅
加达的华人姑娘蓝梅珍说，自己
的亲戚几乎 80%都在使用中国手
机，“OPPO 和 vivo 在印尼年轻人
中非常受欢迎。”

马来西亚拥有 2200多万互联
网用户，智能手机普及率已超过
70%，是智能手机市场增长速度最
快的国家之一，这其中就有中国品
牌手机的贡献。今年3月9日，华为
旗下的互联网手机品牌荣耀在马来
西亚一家电商平台首销新产品，500
部荣耀9青春版手机于5分钟内全
部售罄，刷新了当地电商销售纪录。

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稳步
推进，中国手机品牌走向海外开
拓市场是大势所趋，这背后折射
出的是“中国制造”向“中国智造”
的转变。在东南亚市场，中国“智
造”手机受追捧，正是中国企业科
技实力日益提升的重要表现。

（据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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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智能手机在东南亚受追捧

朋友圈熟人销售，短视频“网红”
带货，部分售假商家多社交平台流
窜，假货还流向了二手平台和海外平
台，监管处罚“按下葫芦浮起瓢”。

执法人员表示，网络售假正面
临发现难、取证难、处罚难等新问
题。专家认为，不仅要从生产源头
上控制假货流入，还需明确网络平
台和售假商家的相关责任。

社交平台成为假货橱窗
打开某短视频平台，在酷炫的

背景音乐下，网络红人们展示衣服、
鞋包、化妆品等短视频吸引了大量
网友的关注。记者发现，该平台日
前推出了“购物车”按钮，用户只要
点击了按钮，即可跳转到商品页
面。“三无产品、价格虚高”许多“网
红”直通购物车里的商品却受到网
友诟病。

此外还有许多仿冒鞋包、化妆
品等短视频在短视频平台上大量传
播。如“东莞德运鞋业”“鞋铺”等用
户发布上千个短视频，展示名牌鞋，
而这些鞋的价格远远低于正品售

价。部分售假商家在社交平台积累
了人气之后，将粉丝引流到自己的
社交平台进行交易。引发大量网友
吐槽，“这些短视频平台成了假货橱
窗了”。

当下网络售假行为正从传统电商
平台向社交平台和网络视频平台转移，
售假方式也更为隐蔽。常见的导流手
段是在电商平台的店铺页面或商品图
片页面利用变异词“WX，V信，唯心”或
微信图标打出微信号将消费者引到社
交平台交易。奢侈品等造假的巨大利
润使得商家不停变换手法注册新店铺，
通过图片变异、打码商标等手段发布假
货商品，甚至抱着“秀一把就死”的心态
达到向社交平台引流的目的。

跨平台流窜 假货卖到国外去
本是给个人卖家售卖闲置物品

的平台,近年来也逐渐沦为奢侈品、数
码产品等售假商家的“天堂”。在淘
宝打假的高压之下，大量被清退的商
家涌入门槛低、监管松的二手平台。

以苹果电脑充电器为例，百余
元就可以在二手平台买到原价六百

余元的“原装正品”，从包装到实物
均是假冒的“山寨”产品，卖家“冯小
杰 2029”表示，“现在淘宝老是删链
接，淘宝店就关了。就在二手平台
上卖卖，但是也容易被删。”

除了从电商平台转移到二手平
台，售假商家还在不同电商平台间
流窜，在各大平台都开设店铺。如
2017年11月广东、江苏公安打掉的
一个销售假冒美国和香港版康宝莱
减肥产品团伙，涉案嫌疑人供述，近
两年来，除了在传统电商平台，还在
国美以及线下都有销售渠道。

还有部分商家更是“攻占”了海
外社交媒体的留言区。在部分明星、
热门博主分享的日常图片、视频留言
页下常常可以看到这些商家推广营
销的身影，用“奢侈品高端复刻+we⁃
chatxxx”“世界名表1：1顶级复刻”“V
信XXX港台海外都ok”等评论疯狂
刷屏来吸引“潜在消费者”。

举报维权杯水车薪 监管难题
待攻坚

记者了解到，网络售假“隐性”

转移给监管带来较大难度，主要体
现在发现难、取证难和处罚难，监管
成本较高。

微信法务负责人黄嘉慧介绍，微
信当前打假手段是依靠用户举报和
品牌维权，利用“微信品牌维权平
台”，平台主动邀请著名品牌方加入，
与微信团队一起对用户举报的售假
账号进行鉴别核查。品牌方鉴别举
报线索真伪，微信团队结合后台数据
视情况执行封号、删除相关侵权内容
等操作。截至2017年12月，“微信品
牌维权平台”共接入186家品牌权利
人，覆盖知名商标超过400个，平台累
计处理超过72,000个侵权账号，处理
方式包括但不限于警告、清除侵权内
容、封禁朋友圈、限制账号登录以及
永久封禁账号等。

工商部门的执法人员表示，电
商平台作为商业主体运营监管对象
十分明确，但是监管社交平台的售
假行为时，用户举报比较少，作为熟
人销售模式，买方和卖方的口供固
定困难。调取售假人个人的账户和
通讯信息，不仅涉及个人隐私的保
护，还要辨别哪些是朋友汇款，哪些
是交易，执法成本很高。

微信相关负责人也表示，根据
法律法规要求，微信不保留聊天记
录，需要保护用户包括通信秘密在
内的个人隐私。部分不法用户利用
这一点，选择在朋友圈这类私密场
景发布、传播仿冒品信息，吸引其他
用户与之沟通，这些侵权行为难以
被发现，使得平台治理仿冒品信息
难度大增。

上海海上律师事务所律师王寅
翼认为，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的
成立，以及地方工商、质检等部门的
统一执法为从源头上打击制假、售
假创造了条件，从生产环节入手进
行打击，有助于从根本上控制网络
售假行为。网络平台的责任也需要
进一步明确，社交网络上图片视频
等内容均是由用户自主发布，对于
可能存在售假的宣传内容，用户应
该承担法律责任。如果平台对疑似
售假内容进行了推荐、置顶等，就属
于明知或应知的范畴，应该追究平
台责任。 （据新华网）

社交平台岂能成假货橱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