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青年报》：盲盒陷阱的出现是商

家利用未成年人心智发育尚未成熟，认知

水平有限，因此容易产生对未知事物不确

定性的追逐好奇心理而进行的商业行为。

长期购买盲盒会容易形成“行为成

瘾”，常常沉溺于此，可能会造成攀比、不

劳而获、天上掉馅饼的心理，荒废学业，

影响正常生活。 基于这些，为了避免未

成年人沉迷盲盒消费，在同学之间形成

攀比炫耀之风，使未成年人权益受到损

害，建议在购买盲盒时，家长应引导孩子

结合经济能力、消费需求等量力而行，不

要过分沉迷，避免成瘾。

《北京青年报》：“盲盒”具有不确定性

和神秘性，未成年人需根据自己的实际需

求合理消费，切勿盲目跟风。购买时，多注

意查看生产厂家、质量合格证等重要信息，

避免购买“三无”产品。作为家长，要深刻

认识购买盲盒的危害性和紧迫性，正确引

导孩子树立正确的消费观，远离“三无盲

盒”；作为经营者，更要提升其依法经营意

识和法律意识，不要只顾眼前利益，追求短

期暴利，忽视长远发展。

@清晨的露水：文具是孩子用

来学习的日常用品，属于刚需消

费，价格本不高，但被商家套上盒

子，变成盲盒之后，立刻“改头换

面”，价格就能翻上数倍，乃至于数

十倍之多。比如一只普通的中性

笔，换上文具盲盒包装，售价翻了

6倍。买盲盒就像拆礼物一样新

奇，学生一不小心就会买上瘾。一

些中小学生痴迷“文具盲盒”，把零

花钱、压岁钱都用光，甚至有学生

将吃饭钱都省下来，花费数百元、

数千元，就为抽中所谓的隐藏款、

限定款文具，变相增加了家庭负

担，得好好治理。

@华安花草：随着不断崛起的

盲盒“陷阱”，未成年人要节制消

费、避免成瘾是一项主要任务。但

是，监管部门进一步规范市场也是

消除盲盒“陷阱”任务的重中之重，

对交易不透明以及各类违规炒作，

需及时清理打击，保证这一新兴行

业能够良性运转。

近年来，盲盒销售日趋火爆，让很多
未成年消费者着了迷。这种现象十分令
人担心。因为盲盒越来越像博彩式新潮
玩具，其极高的溢价拜其玩具属性所赐。
可以说，盲盒的功能已经严重异化，本末
倒置，售价比正常市场价格要高出数倍甚
至一二十倍，加重了未成年消费者的负
担，其诱发的盲盒社交以及虚荣、攀比现
象也不利于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无论
从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的角度出发，还是从
维护市场秩序的角度出发，对盲盒都应该
采取必要的整治措施。

上海市消保委关于禁止向未成年人
销售盲盒的建议切中了盲盒消费的焦虑
点、困惑点和痛点，顺应了社会的呼声和
需求。但在法治社会，监管部门要对盲盒
采取禁限措施应该有合理的法治理由，应

该有准确的法治切入点。笔者以为，不妨
参照月饼、粽子、茶叶等食品的包装标准
对盲盒进行规制。

国家标准《限制商品过度包装要
求 食品和化妆品》第1号修改单对食品、
化妆品的包装层数、包装空隙、包装成本
等均做出了更严格的限定，并对销售价格
在 100 元以上的月饼和粽子进行了重点
限价——生产组织应采取措施，控制除直
接与内装物接触的包装之外，所有包装的
成本不超过产品销售价格的15%。去年，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商品
过度包装治理的通知》，要求完善标准体
系，修订限制商品过度包装通则标准，提
出更适用的要求。针对玩具及婴童用品、
电子产品等领域，制定推行简约包装和限
制过度包装的推荐性国家标准，明确判定

过度包装的依据，引导包装减量化。盲盒
中玩具之外的部分都可视为包装部分，标
准制定部门应以问题为导向，制定限制文
具、玩具等商品过度包装的国家标准，比
照月饼、粽子等食品的包装标准对文具、
玩具等商品的包装层数、空隙以及包装成
本占比等提出明确要求，并将盲盒的“盲
盒溢价”定性为包装溢价。这样，就能从
源头制约盲盒过度包装、过度溢价的现
象，让盲盒多守住一分“本真”，从生产端
和消费端倒逼盲盒厂家回归理性，让附着
在文具盲盒上的一系列乱象失去原始的
价值推动力和炒作空间。

同时，对于未成年人尤其是无民事行
为能力未成年人，还有必要设置“盲盒防
火墙”。去年 8 月，市场监管总局曾公开
征求《盲盒经营活动规范指引（试行）》意

见，拟禁止盲盒经营者向8周岁以下未成
年人销售盲盒，并对向8周岁及以上未成
年人销售盲盒商品设定了监护人知情同
意的必要条件，还鼓励相关部门对小学校
园周边的盲盒销售拒止距离、拒止内容等
进行探索。用监管规则给未成年人筑起
一道盲盒营销防护网，给未成年人划出保
护圈，有效净化盲盒市场，拦阻屏蔽不利
于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负面盲盒因素，引
导未成年人健康理性消费。

盲盒让很多孩子迷失了正确价值观。
因此，对盲盒采取分级治理措施很有必要。
一方面，参照限制商品过度包装的法治机制
对文具盲盒进行瘦身限控；另一方面，针对未
成年人尤其是低龄未成年人建立盲盒“拒止
机制”，给盲盒营销套上规则笼头，助推盲盒
市场进入规范发展的新时代。

对“盲盒陷阱”该建立分级治理机制
■ 李英锋

以“潮”而“出圈”的盲盒产品，
“玩法”越来越多，“玩局”越来越
大，从文具、图书到美妆、餐饮，大
有“万物皆可盲盒”之势。可是，人
们真的会“盲目”买单吗？答案好
像没有那么“乐观”。

3月17日，京津冀消协组织发
布的“盲盒”消费调查报告显示，
88.54%的受访者支持尽快出台盲
盒管理办法或规定。与此同时，网
友们对“禁止向未成年人销售文具
盲盒”的讨论度和支持率也在持续
攀升。这充分说明，广大消费者对

“盲盒毒性”是有敏感度和警惕性
的，对盲盒消费是有清醒认识和清
晰底线的，以严格制度对盲盒市场
进行引导、规范，以严密法治去除
盲盒“毒性”，是民之所望，亦是大
势所趋。

“盲盒毒性”的“症状”，可谓五
花八门。一些商家利用所谓的“隐
藏款”“限量款”为陷阱，诱导消费
者重复购买不明示抽取概率的盲
盒产品；一些商家更是无底线地以
次充好、以假充真，甚至兜售“三无
产品”。这些行为不仅侵害消费者
合法权益，而且严重影响正常市场
秩序，为人们长期诟病。而相比于
其他盲盒产品，文具盲盒营销受到
更多人“讨伐”，因为文具盲盒的主
要消费群体是中小学生。

中小学生还是未成年人，未形
成稳定而正确的价值观和消费观，
盲盒营销给他们带来的“次生伤
害”更大。比如，文具盲盒引发的

“买笔上瘾”，会助长非理性消费，
危害正确消费观的树立，甚至会导致他们精神恍
惚而影响正常学习。再比如，文具盲盒本身具有
的“赌性”，以及其带来的社交绑架和攀比行为，会
对他们的性格形成造成严重危害。

文具变玩具，盲盒的“毒性”已严重影响未成
年人的身心健康，这绝非危言耸听，媒体和网络不
止一次地负面报道就是最硬的“铁证”。孩子是父
母的底线，文具的“盲盒毒性”向未成年人渗透，对
于身为父母的广大网友来说，无疑就是赤裸裸的

“触线”。于是乎，各大网络平台上就有了一浪高
过一浪的声声“讨伐”和立法呼吁。

民有所呼，政有所应。规范文具盲盒经营保
护未成年人的行动已经展开，不管从地方层面看，
还是在国家层面，打击“毒性盲盒”的铁拳已经祭
出。

以制度规范文具盲盒经营、保护未成年人是
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显然目前离我们预期的目
标还有较大的距离。而且更值得注意的是，从盲
盒市场依旧乱象丛生的现实来看，不管是上海还
是国家层面出台的《指引》，因其相关规定不具法
律强制性，不足以震慑和遏制住不良商家的“财迷
心窍”，文具的“盲盒毒性”依然在危害未成年的身
心健康。从这个角度看，立法禁止以盲盒的形式
向未成年人销售文具迫在眉睫、势在必行。

立法禁止向未成年人销售文具盲盒，有法可
依。《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五十五条规定：生产、销
售用于未成年人的食品、药品、玩具、用具和游戏
游艺设备、游乐设施等，应当符合国家或者行业标
准，不得危害未成年人的人身安全和身心健康。
文具盲盒危及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已成既定事实，
已经到必须法律“亮剑”的时候了。

法治不会放任“盲区”的存在。期待盲盒市场
早日进入有法可依、循法而行的良性发展阶段，更
期待孩子们手中的文具不再有“毒性”，回归“书
写”的本真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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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盲盒经济”发展迅猛，呈现“万
物皆盲盒”的火爆场面，各行各业纷纷推
出盲盒产品，诸如图书、食品、文具、玩具、
卡牌、宠物等都卷进来，引起消费者抢购
风潮，却也衍生出不少社会问题。盲盒是
新生事物，具有不确定性、赌博性、神秘
感，强烈刺激着神经感官，产生心理快感，
不少成年人都会“上瘾”，而对价格不敏
感、缺乏自控力的未成年人，更加难以抗
拒诱惑，很容易沉迷其中，不能自拔，甚至
影响到学习。

未成年人心智不成熟，对社会上的商
业营销套路缺乏辨识力，又难以控制冲动
情绪，容易掉入商家的营销套路，养成不
良消费习惯。很多未成年人热衷于买盲
盒，家里积压一大堆文具、卡牌、玩具，远
远超出了合理消费，而且，如果有些款式
不满意，拆开后就会扔掉，如此一来，又造
成了严重的资源浪费。由于未成年人没
有经济来源，购买盲盒的钱，都是从父母
处获得，则加重了家庭经济负担。

盲盒的利润高，普通商品包装成盲
盒后，成本并未增加多少，利润却能翻上
数倍之多，这也是商家一窝蜂涌入“盲盒
经济”的主因。由于盲盒存在信息不对
称、商品不透明等问题，消费者只有购买
拆开后，才知道具体商品内容，后悔了又
无法退换。一些商家利用信息差牟取暴
利，导致盲盒质量差异很大，甚至故意将
低廉的“三无”文具、滞销玩具、有毒有害
商品塞入盲盒内，给未成年人的身体健
康构成侵害。

为让未成年人远离“盲盒陷阱”，需要
多管齐下采取规制措施，由市场监管部
门、学校、家长等各方联手合作，构建一个
健康有序的盲盒市场环境。可见，对“盲
盒经济”立法予以规范，收紧行业标准，提
高产品质量，强化政府监管力度，规范销
售模式，防范未成年人沉迷盲盒，引导树
立正确消费观，已经势在必行。

如今，让未成年人远离盲盒，已经形
成法律共识。此前，上海市市场监管局发

布《上海市盲盒经营活动合规指引》，明确
单个盲盒的售价一般不超过 200 元。不
得向 8 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销售盲盒。
向8周岁以上未成年人销售盲盒商品，要
经过监护人同意。市场监管总局公开征
求《盲盒经营活动规范指引(试行)(征求意
见稿)》意见，也有类似规定。

因此，各地监管部门应及早行动起
来，加大对盲盒经济的监管力度，加强对
生产、销售等各个环节的监管。可建立完
善的监管体系，督促厂商合规生产供应商
品，从源头上保障盲盒质量可靠。同时，
对盲盒终端市场进行全面排查，严格执行
相关法规，对“三无”产品、以次充好、名不
副实、假冒伪劣等违规行为予以严厉处
罚。商家也需认清形势，自觉规范经营，
在显著位置标明相关规定，不向未成年人
推荐、销售文具盲盒，或要求疑似低龄消
费者出示身份证明，以验证年龄是否符合
购买要求。

目前，商家往往以盲盒拆开后，就不

能再销售为由，拒绝退换存在质量问题的
盲盒，导致消费者利益受损，特别是部分
线上商家，更是钻这个漏洞，拒不履行“七
天无理由退货”承诺，用劣质盲盒商品坑
骗消费者。因此，针对此种情况，监管部
门可明确盲盒只是一种商品销售模式，亦
属普通商品，也应遵守商品退货标准，如
果属于可退换商品之列的盲盒，商家也应
承担退换货责任，做好相应的售后服务，
以堵住销售漏洞。

同时，家长和学校可以发挥更大的作
用。家长应关注孩子的日常消费行为，引
导其理性消费，并在必要时采取经济限制，
防范乱花钱买盲盒，如果消费金额支出过
大，可以主张未成年人消费受限权利，要求
商家退货退钱。学校可以加强宣传和教
育，给学生补上一课，比如用数学计算抽奖
概率、普及经济常识、角色扮演等授课形
式，让他们了解盲盒文具市场存在的风险
和问题，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消费观念，明
白什么是理性消费方式，提高消费意识。

（本报综合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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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管齐下，防范未成年人掉入“盲盒陷阱”
■ 江德斌

如何让未成年人远离“盲盒陷阱”？

网友热议 媒体评论

盲盒，不少年轻人都对它情有独钟。作为一
种新兴业态，近两年，盲盒越来越多地走进我们的
视野中。对于消费者而言，盲盒的魅力在于，盒里
物品不确定，增加了消费的新鲜性、刺激性。然
而，个别商家利用盲盒销售“售出不退不换”的规
则“清库存”，严重损害了消费者利益。中消协官
网曾发布消费提示，提醒消费者勿盲目购买。

值得一提的是，在盲盒消费风潮下，许多中小
学校周边店铺里出现盲盒销售盛行的现象。盲盒
产品涵盖文具、玩具、卡片等各种类型，而且还专
门针对青少年的喜好设计，让孩子们喜欢上盲盒，
有的学生甚至对开盲盒痴迷上瘾，对青少年形成
正确的消费观产生极大影响。这一现象让一些家
长和老师十分担忧，引发了社会各界热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