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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味的“博主探店”：
给钱就夸上天，不给钱就抹黑

“不能错过的宝藏店铺”“味道绝绝子”
“美食界天花板”……近年来，一些网络社交平
台兴起博主探店模式，博主将自己在餐馆、旅
馆、景点的消费体验在网上发布，有的博主将
消费过程现场直播，吸引其他人前往消费。但
与此同时，虚假推荐、数据造假、恶意差评等乱
象，令消费者和商家叫苦不迭。

A 博主探店日趋火爆 》》》

“粉糯香滑，无敌挂汁”“超好
吃，值得一试”……打开小红书、抖
音等社交平台，不少探店博主在卖
力推介各种美食、景点。

“网红”博主探店的影响力日
益强大。全职或兼职做探店博主，
已 成 不 少 年 轻 人 的 职 业 选 择 。

《2022 抖音生活服务探店数据报
告》显示，2022年抖音生活服务创
作者人数超 1235 万人，累计发布
探店视频超过 11 亿个，合作订单
量同比增长965％。

但与此同时，不少消费者频

因被误导而“踩坑”。广西南宁消
费者黄凯说，曾在某平台上看到
多 名 博 主 推 荐 某 餐 馆 ，并 推 出

“99 元团购 5 人餐”链接，看起来
美味又丰盛。到店品尝后发现，
套餐中菜品分量远不及视频中展
示的样子，味道也相当一般。为
了吃饱，他无奈额外又花了 100
多元。

过热的探店也引起部分商家
不满。南宁一家餐饮店经营者孙
朋提起探店就直摇头。从去年下
半年开始，前来探店并声称要合

作的博主越来越多，最多的时候
一个月来了近20拨人。“起初还能
招待餐食，但数量太多我们也承
受不起，后来就都婉拒了。”孙朋
说。

南宁知名美食博主“九哥”说，
探店的本质是为商家做广告宣传，
为消费者提供真实、直观的信息参
考服务，原本可以实现博主、商家、
消费者的“三赢”。但一些博主法
律素养、责任意识缺乏，收了钱就
罔顾事实夸大其词、虚假宣传，坑
骗消费者。

B 刷流量、勒索钱财现象多发 》》》

一些餐饮店负责人表示，有的
博主进来探店寻求合作时，声称自
己粉丝众多，能帮助店里引流；但
合作后，尽管观看数据不错，但实
际上并没有什么引流效果，消费人
次和收入并无明显增加。

“九哥”介绍，现在一些平台博
主买粉丝、刷数据等现象多发。作
品发布后，如实际浏览量不好看，
有的博主便会找第三方公司来刷
数据，通过庞大的好评数据营造出
流量巨大的假象。

更有甚者，有的博主会抓住评
价机制的漏洞误导消费者，故意给
商家制造负面舆情，或者以差评为

筹码勒索钱财。
孙朋说，有一次他拒绝了一名

博主探店免费吃喝的要求，该博主
就在网上对餐馆发布各种恶评，如
服务差、难吃、食材处理不干净等
等。“好不容易积攒的口碑，差点毁
了。”无奈之下，他只能花钱“消
灾”。

“我们根本不敢得罪这种人。”
广西北海一家民宿经营者李开凯
说，由于走正式的维权手续比较复
杂，商家往往只能采取息事宁人的
办法，某种程度上也助长了不良风
气。

广西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

所所长姚华介绍，探店乱象暴露出
一些网络平台对相关内容监管不
到位，对违规博主后续处置力度不
够。2022 年，美食博主金某某因
烹食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在网
上引起广泛争议。事件发酵后，该
博主被警方带走调查。不久前，该
博主在消失数月后更换“马甲”，再
次以美食探店博主的身份回归。

据了解，目前，有的平台发布
了《餐饮探店规范》，对商家和网络
达人探店推广行为进行了一定限
制。但业内人士介绍，整体而言，
目前行业仍处于约束少、难规范的
状态。

C 重塑市场信任 规范行业发展
》》》

“博主探店乱象会损害消费者、经营者的权益，破坏公
平、健康的市场环境，对互联网平台的社会公信力和长远发
展也将带来损害。”姚华说。

业内人士表示，应规范探店行为，严厉打击扰乱平台环
境、破坏平台生态、违反法律法规及平台规则的各类行为，
竭力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黑龙江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副教授杨志和表示，相关平
台应强化主体责任，对探店行为设定相应规范，明确商家和
网络博主在探店合作中应遵守的规矩和权责；对弄虚作假
行为进行严格监管和打击，打造更健康的行业生态，赋能平
台经济。

北京奥肯律师事务所执行主任李传文认为，对一些博
主恶意差评、数据造假等行为，监管部门应进一步规范整
顿；对问题性质严重、多次出现问题且屡教不改的探店博主
应当封禁账号，纳入“黑名单”，不允许以更换账号或更换平
台等形式再度“卷土重来”。

3月10日，中央网信办组织召开全国网信系统视频会
议，部署开展“清朗·从严整治‘自媒体’乱象”专项行动。会
议强调，要探索运用经济手段强化“自媒体”监管，对违法违
规、违背公序良俗骗取网民捐赠、用户打赏，获取流量变现、
广告分成等经济收益的“自媒体”，要堵住其“问题流量”和
牟利途径。姚华建议，相关监管部门可将规范探店行为纳
入专项行动中，打击流量造假、网络“水军”，避免监管空白。

广西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秘书长唐楚尧表示，探店
对促进线下消费有一定积极作用，博主应本着对消费者负
责的态度强化自我约束，分享客观真实的探店体验，避免虚
假宣传。经营者一方面要重视线上推介，另一方面要踏踏
实实做好服务提升消费者体验，以高质量赢得好口碑。消
费者面对纷繁复杂的推广信息，要擦亮双眼，不轻信网络推
介，权益受损时及时向平台举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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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元菩提根叫价300元，被“盘”的到底是谁？

从“盘串女孩”“盘串男孩”佛系盘串，到小学生围在一起激情“绕指柔”，各类短视频
平台上，早已随处可见年轻人熟练盘串的身影。然而当盘串风向年轻市场吹去时，比短
视频反应更快的是商家。

【塑料串走红】1 “我那小叶紫檀串子被嫌弃了”

“学校里一堆塑料珠子和玻璃
珠子，笑话我一个朱砂供菩提。”在
社交平台上，有学生忍不住吐槽起
同学的“不识货”。记者注意到，在
盘串的学生群体中，塑料手串比真
正的菩提手串更受欢迎。

在一家文具店内，商家将标价
为12元的“精品菩提流苏手链”摆
在了店内最显眼的位置。店主向
记者表示，由于近期不少学生喜欢

盘串，自己才特意进了货。
“塑料的，肯定不是菩提的，菩

提哪能这么便宜。”他说。
店内的“精品菩提流苏手链”

吸引了一名刚放学的小女孩。在
记者的询问下，她很快从口袋中掏
出两串手链向记者展示，而这同样
是一条塑料手串。

在社交平台上，也有家长谈及
孩子盘串时表示：“(孩子)弄个学校门

口小卖铺几块钱的塑料串子，盘啊
盘，我说你反正是费手了，把我那串
小叶紫檀的串子拿去盘吧，嫌难看，
说她的紫色渐变串才是最好的。”

对于到底盘玩什么，为了什么
而盘玩，一些学生也表达了自己的
看法。“喜欢盘什么是自由，我就喜
欢那种五颜六色的。”“学校门口卖
的都知道是塑料的，依然不耽误卖
得飞起，都是图一乐。”

【菩提串商家喊话】2 “来买天然菩提吧！”

塑料盘串的生意做得红火，经
营菩提类文玩的商家自然也不甘
落后。

不少商家开始喊话家长和孩
子，希望他们购买真正的菩提手
串：“塑料珠子盘不润也盘不透，孩
子们获取不到任何成就感，只会越
盘越失望。”甚至有商家指责盘塑
料串有害健康：“塑料手串里有大
量塑化剂，对身体不好！”

对此，一名业内人士向记者表

示，塑化剂种类繁多且应用广泛，
在日常生活中接触较为频繁，此类
说法有些夸大其词。“塑化剂接触
到酒精，或者汽油、卸妆油等会溶
解，但正常接触不会有什么问题，
一般情况下也不会有人将手串放
入口中。”

除却营销因素外，在文玩界属
于“入门级”的菩提根，也正因为价
格低廉受到越来越多年轻盘串者
的欢迎。

在潘家园古玩市场，一名带着
孩子挑选菩提根手串的家长，一眼
看中了一款“猫爪菩提”。该摊位
的老板向记者表示，很多孩子和年
轻人如今偏爱这种造型可爱的菩
提根手串。“还有那种颜色好看的，
他们都很喜欢。”

在社交平台上，不少盘串爱好
者表示，近年来菩提根的价格也乱
象频出。“很多菩提根染成花里胡哨
的颜色，就能卖出很离谱的价格。”

【大众化盘串背后】3 有人被坑几千元

电商的崛起和年轻人的加入，正在改变“文玩圈”。艾
媒咨询数据显示，2020 年文玩电商行业用户规模达 6085
万人，交易规模达1630亿元。预计2023年整体用户规模
将突破一亿人次，交易规模超过5000亿元。

00后盘串爱好者苏倩(化名)认为，女性消费者的大量
涌入一定程度上重塑了文玩市场的形态；同时，商家瞄准下
沉市场做出调整，共同推动盘串大众化。

文玩电商发展背后，也有无数人在“踩坑”。苏倩表示，
这主要是商家和消费者信息差导致的。

“价格方面，菩提根市场尤其显著，商家要价离谱，整个
文玩市场定价浮动很大；宣传方面，货不对板，闲鱼平台盗
图严重，加上商家拍‘仙图’引导消费行为，新手很难辨认；
产品特性方面，我认为文玩中所谓的好坏更多基于稀有性，
对新手来说，直观看不出好坏，很容易高价买通货。”她表
示。

记者注意到，在潘家园古玩市场叫价30元的“猫爪菩
提”，在批发电商上最低价格20元，而在另一些电商平台和
微商中间，商家加上“仙图”后最高卖到了 300 元—400
元。此外，也有人在社交平台表示，自己千元购买的菩提根
串实际是被染色的。

“菩提根原料都是灰白色的，但是密度小，染色容易。”
盘串多年的文玩爱好者小王表示，一般的菩提根一串只要
几元钱。“三四十已经是顶配了。”

不过，即便有经验的爱好者也会遇到坑。小王说：
“我曾经买过一串 108 颗松石、两颗南红大圆珠，花费几
千元，都被坑了。质量不满意，南红是注胶的，松石密度
不够，低瓷度高抛光，但高抛光的盘玩之后没有光泽，效
果不好。”

据环球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