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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政、美容美发、洗车、宠物寄养等服务业集体涨价已成惯例

春节涨价春节涨价
趁机趁机““打劫打劫””还是合理调价还是合理调价？？

除夕夜，在央视春晚播出的同时，

“李思思荧光口红”“马丽大衣”等成为

网络热搜。记者发现，电商平台上不

少商家蹭热点，以同款口红、同款大衣

为推荐语来推广商品。有商家称，会

根据网络热搜连夜上架“同款商品”，

春晚播出后，来询问的消费者比之前

增多。对此现象，有从事代购的卖家

称，每年春晚结束，晚会上明星所穿、

所戴的服饰都会成为“宠儿”。同时，

网上也会出现山寨的“同款商品”。

现象

多个“春晚同款”
成商家吸引顾客标签

截至2月5日16时，记者看到，网

络上“李思思荧光口红”这一话题已有

4.4亿的阅读量。有不少网友询问，李

思思的口红到底是哪个品牌、哪个色

号？

与此同时，电商平台上已有商

家以“李思思同款口红”为噱头售卖

自家商品。有商家称，看到“李思思

口红”上热搜后，赶紧找来同款色

号，连夜上架。商家还推荐了两款

口红，说这两款颜色和李思思的口

红相似，其中一款不带荧光，另一款

带 荧 光 ，价 格 分 别 为 9.9 元 和 41.9

元。但商家也表示，目前不能确定

店内卖的口红和李思思用的一样，

只是涂上颜色会比较像，而用“李思

思同款”来宣传也是为了让消费者

搜索到他家的商品。

除了“李思思同款口红”外，还有

多款春晚中出现的“明星同款”成为商

家促销的标签。

女演员马丽在春晚中表演了小

品，节目结束后，有商家便上架了“马

丽同款大衣”。据商家介绍，他平时就

会做一些明星同款服饰，所以会关注

网络热搜产品。在春晚节目之后，便

赶紧上架了“马丽同款大衣”。宣传页

中，店家发布了一张马丽身穿黄色大

衣的图片，旁边配上了一张在售的大

衣照片。而这款同款大衣售价 209

元，商家称“只做样子，不做品牌”。

对于商家的这一蹭热点行为，记

者咨询电商平台客服，客服称有商家

为了更好销售产品从而这样做，对于

商家是否违规或是否存在其他问题，

会有专门人员进行核实。客服人员表

示，如果消费者无法判断销售产品的

真假，建议暂时不要购买。

调查

春节期间成代购高峰

消费者需留神山寨品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每年春节似

乎都迎来一个“代购同款高峰期”。每

年春晚结束，明星所穿、所戴的服饰都

会成为“宠儿”。日韩代购小彬说，春

晚还没结束的时候，就已经有顾客向

她咨询明星同款的价格，“问得最多的

是口红”。而欧洲代购小杨则表示，今

年春晚明星同款中，销量最好的除了

几款明星用的口红外，应数佟大为的

棕色大衣，杨紫的红色大衣、衬衫，秦

岚的西装套装和周冬雨的红色高跟凉

鞋，朱一龙的球鞋，还有一些价格不算

太高的首饰，“有的问完直接就交了定

金”。

在明星同款热销的同时，网购平

台中还出现了“山寨”版明星春晚同款

商品。以春晚中秦岚所穿的品牌西服

套装为例，记者在购物平台中输入“秦

岚春晚同款”后看到，山寨版三件套该

套装的价格仅为 118 元，而秦岚套装

品牌版，则价格高出很多。而杨紫所

穿的红色品牌外套，山寨版的价格仅

为 199 元，品牌原版的价格也比山寨

版高出很多。

律师

擅自使用明星照片
商家宣传涉嫌侵权

针对上述现象，北京康达律师事

务所韩骁律师介绍，使用明星照片做

宣传的行为是否侵权主要取决于是

否得到明星授权，如果有，则没有问

题。如果没有授权而擅自使用，该行

为涉嫌侵犯明星的肖像权等民事权

利。

对于一些山寨的同款商品，韩骁

表示，山寨品牌服饰进行销售也涉嫌

侵权，主要侵犯的是厂家的商标专用

权、外观设计专利权等权利。

（王天琪）

春节前后，一些行业出现集中涨价的

现象，且有的涨幅惊人。比如洗车价格翻

倍、理发价格翻倍、保洁价格翻倍。如果

外出，还可能遭遇打车涨价、酒店价格大

幅上涨的情况。那么，春节涨价，是趁机

“打劫”，还是合理调价？近日，记者进行

了走访。

滴滴加收服务费引发争议

1月24日，滴滴出行官方微博发布消

息称，从1月28日到2月10日，乘客使用

滴滴打车需额外支付司机春节服务费，根

据地域不同，从1元到9元不等，服务费将

全额给到司机，滴滴不抽成。

滴滴解释称，春节期间，由于休假的

网约车司机增多，手机叫车会变得更加困

难。因此，加收司机春节服务费，是为了鼓

励司机在春节期间接单，弥补运力不足。

但该消息发出后便引发了很大争

议。有网友认为，春节期间，司机放弃与

家人团聚出来拉活，乘客多出几元钱也是

合情合理；但也有网友认为，滴滴在春节

期间不发打车红包就罢了，还涨价，这有

“趁火打劫”之嫌；还有网友指出，服务费

虽然全部给了司机，但滴滴的接单量也会

增加，这样滴滴的抽成自然多了，这实际

上还是想方设法多赚钱。

对此，中国消费者协会律师团律师李

斌表示，不论从市场定价机制来考虑，还是

从要充分尊重和体现出租车司机的劳动价

值考虑，春节期间合理范围内的涨价，都是

可以理解的。实际上，司机的报酬提高了，

乘客的等待时间也在降低。总体而言，对

有用车需求的乘客来讲也是有利的。

明码实价不意味着非价格欺诈

春节期间，外出旅游免不了要住酒

店。但记者注意到，一些酒店“狮子大张

口”，不仅让游客的出游成本大幅增加，也

影响其心情。

据媒体报道，因为春节旅游高峰，广

西桂林阳朔的酒店价格

上涨几百元至千余元不

等。酒店预订平台信息

显示，2 月 8 日（大年初

四）晚的入住价格动辄千

元以上。其中一家邻近

阳朔西街的酒店双床房，

2月8日晚入住的价格达

到了 1500 多元。而到了 2 月 12 日，价格

便回落至500余元。

对此，阳朔县旅游发展委员会工作人

员解释说：“酒店定价是市场行为，政府部

门没有办法进行干涉，只要酒店明码标价

就不涉嫌违规。”

对此，中国消费者协会专家委员会专

家邱宝昌律师表示，目前，我国《价格法》规

定有3种价格：市场调节价、政府指导价、

政府定价。“如果是市场定价，在不涉及欺

诈的情况下，价格高低要看消费者的自主

选择，消费者可以选择去消费，也可以选择

不去消费。但明码实价并不意味着不是价

格欺诈。如果存在虚构事实、虚标价格，或

者先涨价后降价等行为，即使是明码标价，

其实质上也是一种欺诈。”邱宝昌说。

不过，也有专家表示，政府部门应当

对节假日期间酒店价格实行政府指导价，

规定节假日期间酒店客房价格的最高上

涨幅度，设置涨价“天花板”。

一些经营者存在价格违法行为

1月27日，某家政平台发布的通知显

示，1 月 28 日～2 月 19 日期间，优质保洁

阿姨、金牌保洁阿姨的服务价格将分别增

至60元/小时、90元/小时，增幅达50%。

记者注意到，除了家政行业，春节前

后，美容美发、洗车、宠物寄养等服务业集

体涨价已成惯例。

“这些行业的服务人员大多是外来务

工人员，由于春节的到来都纷纷回家过

年，所以导致春节用工成本上涨，涨价有

其合理性。”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

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音江表示。

不过，记者注意到，也有一些经营者

在春节前后存在串通涨价、不明码标价、

在标价之外加价、虚构原价、不履行价格

承诺、虚假打折、虚假优惠等价格违法行

为，消费者应当心被宰。若遇到价格违法

行为，可以向市场监管部门或者价格部门

举报。 （杨召奎）

■网络电商挂出“春晚明星同款”网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