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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些网络平台上所销售的
“999 足金”产品，存在着“以假充
真”“掺杂掺假”等诸多情况。带着
投诉者的诸多疑问，《财经调查》记
者展开了为期两个多月的调查。

套路满满！直播间
“999足金”变合金，维权难

某些网络直播间里“999足金”
销售火爆，并宣称保真、支持复检。

但消费者买回家后却发现所谓
的“999足金”是假货。

类似的投诉在网上还有很多，
网友们纷纷把自己购买到假黄金的
经历分享了出来。

为探寻眼下市场里的这股消费
暗流的真实情况，《财经调查》记者
在各电商、直播平台亲身体验，发现
了这些直播间惯用的两大套路。
●套路一：偷换概念

用抢购足金、高价补贴的由头，
吸引足够多的围观者。

待关注的氛围达到了预期之
后，主播们就立刻更换售卖的物
品。这时候，主播们便不再强调现
在售卖的吊坠、手镯是什么材质，只
是在满屏的弹幕里，打出的全是暗
示意味强烈的“抢黄金”的字样。

记者随机购买一件产品，收到
的产品证书上只写明吊坠镶嵌宝石
的情况，至于吊坠金属部分材质、手
镯和戒指的材质证书上没有任何文
字信息。但约定俗成代表黄金纯度
的 999钢印，则明晃晃地刻在手镯

和戒指的内侧。记者将收到的样品
送去鉴定，结果是：主体材质为铜。
●套路二：卖完就跑路

商家首先销售足金，攒足人气，
烘托真金销售直播间的火爆氛围。
之后借着卖黄金产品烘托出的氛围
开始推销合金产品。

记者在一家深夜卖黄金金条的
直播间看到支付页面最上方假冒的

“中国黄金”四个大字，而到第二天
假冒的“中国黄金”四个字竟然变成
了“舔狗”，这个网络卖家就这样消
失在了茫茫的互联网中。

记者在另外一家卖手镯的直播
间通过粉丝群里的链接，花 299元
买了一只足金手镯。当主播下播之
后，粉丝群即刻解散，订单信息无迹
可寻，只剩下支付记录。

将产品送检后，这款手镯主体
材质为铜。想维权都找不到证据。

记者调查三地，仿金销
售、制造链条

这些假黄金饰品究竟从哪里
来？是谁在为这些直播间提供这些
假黄金产品？根据假手镯的发货信
息，《财经调查》记者来到义乌国际
商贸城，有一些档口在售卖古法仿
金饰品。这些销售的铜饰品上都打
了999的钢印。门店销售人员也坦
言，有999钢印的产品更畅销。

记者来到一家名为煜乾商贸有
限公司，专门为直播间电商提供仿
金饰品。在公司库房里，仿金饰品

堆在货架上，吊坠、手链、手镯、戒
指、项链、耳钉，品类繁多、应有尽
有，满屋金灿灿让人眼花缭乱。这
些仿金饰品的出货价只要几元。

在网络空间里，网络主播们巧
言令色，直播间激情满满，氛围营造
起来之后，一些刷到直播的消费者，
很容易产生冲动消费。这些刻着
999的仿金饰品，也开始供不应求。

而直播间常用的“卖完就关店
跑路”的套路在这里得到印证。义
乌一些饰品商城、商贸公司、档口只
是这些仿金饰品的集散地，而刻印
999仿金饰品的源头厂家则在素有

“首饰之都”称号的海丰县。在海丰
县，密密麻麻的首饰工厂招牌随处
可见，还有大型珠宝首饰展销厅，多
数档口都由生产厂家直接开设。

海丰县的一部分商家对于仿金
饰品刻印 999涉嫌违规的问题，心
知肚明。店主告诉记者，销售制作
要“动动脑筋”“规避风险”。

我国对金首饰的纯度及材料印
记的表示方法有明确的规定。对于
普通消费者来说，999 被约定俗成
代指着纯度最高的黄金。

海丰县源泰首饰厂负责人说，
客户有需求，就会打上999刻印。

海丰县唯华首饰厂负责人则直
言，他们会直接打上999刻印。

海丰县的首饰加工厂，在金灿灿
的铜镀金首饰上刻印999。虽然没有
金、Au或G的字样，却给销售端留足
了擦边、引流、售假的空间，大大增加

了迷惑性，普通消费者着实难辨真假。
深圳同华电镀厂，是一家仿金

电镀工艺高超的厂家，被业内称为
制造仿冒黄金饰品的高手。在这里
不仅生产金包铜，还生产更高端的
金包银。老板告诉记者，之所以推
荐金包银，是因为这样的产品可以

“偷金”，利润空间更大。
当记者质疑，这样制假售假会

不会有售后风险时，深圳同华电镀
厂企业的负责人称，根本无需担
心。因为要测黄金含量就要把产品
熔掉，这中间会有损耗，说不清是真
少了还是损耗掉了。

检测证书造假，检测机
构名称也能山寨

在平阳县，一些工艺品生产厂
家也给一些电商直播间提供投资金
条、工艺品金条等产品。恩耀工艺
品的厂家负责人兴冲冲地向记者介
绍了他们生产的仿真银条和金条，
并说销量很好。

由于厂家工艺是镀真金，所以
检测时可测到真金，打上Au.999钢
印算打擦边球，而且直播间一般是
当真品在卖。在这款仿真金条上，

记者清晰地看到标识Au.999 20mg
的字样，但厂家负责人却道出实情，
虽然镀了真金，但是含量非常低。

为了应对市场监管部门的检
查，恩耀工艺品厂会用偷梁换柱的
方法，用真品送检，拿到合格证后应
用于所有仿真金条。

而玉福金银工艺品厂则是有指
定的合作鉴定机构，一张证书一块
钱，一证一码，什么证书都可以出。

证书的出证机构是“国太金银
珠宝质量检测中心”。跟着证书上
所显示的地址，并没有找到这家检
测中心。而就在不到 100 米的距
离，有一家名字只差一点的“国大金
银珠宝质量检测中心”。

国大检测中心的负责人对记者
说，所谓的“国太检测中心”是假冒
的，扫描出来的网站、内容都是假
的，(链接)后台可能在国外。

堪称孪生的假证书、足以乱真
的镀金工艺……就这样，一款出厂
价十几元的仿金制品，在平阳县玉
福金银厂家的协助下，假产品配上
假证书，在网络主播的话术中，最终
摇身一变成了给消费者送“福利”的

“真金白银”。 央视财经

多家网店有售，声称高度还原
记者在多个电商平台以“人皮面

具”为关键词搜索发现，该词语已被系
统屏蔽，显示“没有找到相关商品”。
但更换关键词比如“硅胶面具”，就能
看到不少商家，所售产品包括“面具成
人全脸硅胶头套”“易容真人换脸皮人
皮面具”“老年硅胶面具人脸全脸”等，
价格在几元至几万元不等。

这些硅胶人脸面具类产品不但
种类繁多，而且设计各异。一些商
家推出明星面容仿真面罩，声称可
以高度还原明星的面部特征，效果
逼真；一些商家提供现有的模型头
套，价格高达3000元；还有商家宣
称可提供面具、头套“私人定制”服
务，核心卖点即“超逼真”“仿真定
制”，价格根据面具复杂度和精细度
而定，约3000元至2.5万元，从下单
到制作完成大约需要1个月时间。

问及定制服务需要提供哪些信
息时，有商家回应：“如果能找到3D
扫描，就可以将电脑扫描尺寸发给
我们。如果没有，就提供照片、头、
五官的尺寸和360度人脸照片。”

这意味着，顾客只需提供照片，
或通过3D扫描技术获取人脸图像
和 360度人脸照片，商家就能根据
这些信息制作出一张人脸面具。

记者咨询6家售卖此类面具的
商家：是否需要提供个人信息？对
方一致回复“不需要”。在此类商品
评论区，有不少关于“硅胶面具能不
能以假乱真”“能不能通过人脸识别
的活体检测”等咨询。有买家回复
称，戴着硅胶面具可以通过上班人
脸检测打卡。有商家称，定制的硅
胶面具与真人有九成以上相似度，
上下班打卡没有问题。

有业内人士告诉记者，硅胶人
脸面具最开始用于影视表演和角色
扮演，或是满足一些人对于疤痕遮
盖、容貌修复的需求。不同价格的
硅胶面具，仿真度也不一样，现在市
面上销售的多为玩具类型面具。

模仿生物特征，涉及多重风险
厦门大学法学院刑法学副教授

刘炯指出，人脸面具并非简单的装
饰品，而是人脸识别信息的物质化
载体。它通常通过3D打印技术等

手段，将人脸数据进行实体化，制作
成硅胶等材料的头套或面具。这些
面具不仅具有极高的仿真度，还能
在一定程度上模仿自然人的生物特
征，如识别性、独特性和唯一性。

“一方面，购买者使用人脸面具
可能逃避监控识别，增加犯罪嫌疑
人和违法者身份确认的难度。这种
情况可概括为‘不想别人知道我是
谁’。另一方面，人脸面具还可能被
用于绕过人脸识别技术，冒用他人
身份进行盗窃或其他违法行为。这
种情况则可概括为‘我想让别人误
以为我是谁’。”刘炯说，在这两种情
形下，无论是民事、行政还是刑事领
域，都存在一定的法律风险。

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教授孟强
介绍，商家在电商平台售卖人脸面
具可能涉及多种法律风险，或引发
民事责任、行政责任乃至刑事责任。

“定制人脸面具这一业务本身，
是否具有合法性，取决于多个因
素。例如，定制人脸面具的用途、制
作及销售过程是否合法，是否侵犯
个人隐私、肖像权等。”孟强说，在一
些情况下，定制人脸面具也可用于
电影特效等合法目的，如果定制人
脸面具涉及侵犯个人隐私权、肖像
权、名誉权等，或者缺乏合法合规的
销售流程，或者涉及违法犯罪行为
等，就属于违法行为。

孟强分析，如果人脸面具是模
仿特定人的面部特征而制作，就可
能属于未经肖像权人同意而制作、
使用、公开他人的肖像。此类面具
的使用可能导致他人的名誉权受到
侵害，因此未经允许使用此类人脸
面具的行为人，应当承担名誉权侵

权的民事责任。
“电商平台经营者和商家不得侵

犯消费者权益或违反市场管理规定，
售卖人脸面具的行为如果对特定人
的个人信息、肖像权等人格权构成侵
害，或违反网络交易安全相关规定，
则市场监管部门可以对商家进行警
告、罚款、责令停业整顿等。”孟强说。
如果售卖的人脸面具被用于非法目
的，比如从事诈骗、盗窃身份信息、侵
犯个人隐私等犯罪活动，有可能属于
参与或帮助实施犯罪行为的共犯，从
而需要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

“人脸面具可能成为一个上下
游犯罪的工具，上游负责收集人脸
等生物信息，下游或涉及后续使用，
比如用于诈骗、盗窃等，这样一来，
商家的售卖行为突破了刑法的技术
中立原则，可能构成提供犯罪工具
的罪名。”刘炯说。

开展适度监管，确保不被滥用
“定制人脸面具这一行为，其合

法性并非一概而论，而是取决于具
体的用途和场景。”刘炯说。他指
出，在多数情况下，公众购买人脸面
具的初衷可能是为了满足其个性化
需求或特殊场合使用，但当这一行
为被用于非法目的时，比如诈骗、侵
犯他人隐私等，性质就发生了根本
性变化。因此，不能简单地将这一
业务视为全面非法。

在孟强看来，人脸面具的制作
销售和使用确实存在侵权、违法的
较大风险，相比于全面禁止，完善立
法立规、适度监管是更可行的方
案。比如加强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
方面的建设，明确界定人脸面具的

合法与非法用途，同时强化在生产、
销售和使用各个环节的监管机制，
从而保障合法需求、合理使用。

孟强建议，可基于风险大小的
不同，对人脸面具的生产和销售根
据逼真程度和用途来进行区分监
管。对于那些高度逼真甚至能够以
假乱真、可能被用于欺骗人脸识别
系统或误导他人的产品，应当受到
严格监管，因为其侵权和违法犯罪
的风险更大。相比之下，明显为节
日装饰或明显非真实的面具，由于
其娱乐性和较低的误导风险，则应
当受到较少的限制和监管。

“此外，即便是具有较高逼真度
的面具，也有可能用于合法娱乐、艺
术表现、教育训练等目的，因此只要
不侵犯他人权益或被用于非法活
动，应当允许生产使用，关键在于确
保此类产品不被滥用。”孟强说，因
此可以在生产销售端，要求生产者
在产品上明确标记其用途、提供使
用指南、强调合法合规的使用场景；
在消费端，对于逼真的人像面具，可
以采取一些审查机制，比如限制消
费者的年龄、对象等，或者消费者提
供人脸面具的肖像权使用证明等。
建议在定制人脸面具时，应当要求
业务提供者进行严格的身份验证和
用途审查。对于高度逼真的面具，
应当在公安部门进行备案和审核。

北京京都律师事务所合伙人翁
小平提到，人脸面具在影视、游戏等
行业有其应用价值，应通过行业规
范和标准制定，在保障安全的同时
促进技术发展，也可以通过引导和
规范，确保经济利益和社会责任的
平衡。 法治日报

记者调查硅胶人脸面具销售使用乱象：

硅胶一贴变了模样，万元即可私人定制
一男子戴上硅胶人脸面具，伪装成老人模样潜入4户居民家中，共

偷盗10多万元财物。接到居民报警后，上海闵行警方迅速行动，次日
在外省市将嫌疑人通某抓获并追回全部赃物。

公开资料显示，硅胶人脸面具由特种硅胶或类似材料制成，通常应
用于电影、电视剧或舞台剧化妆。多地警方提醒，以硅胶人脸面具伪
装成新面孔实施犯罪，正成为一些不法分子作案的新手法。

这些硅胶人脸面具是从哪里来的？制售硅胶人脸面具涉及哪些法
律风险？又该如何对其进行规范和监管？《法治日报》记者近日对此进
行了调查采访。

记者暗访假黄金黑色产业链记者暗访假黄金黑色产业链

某些网络直播间里“999足金”销售火爆，并宣称保真、支持复检 央视截图

含金量假！证书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