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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中国经济网

上千元的“雅诗兰黛”、“香奈儿”、“迪
奥”等知名品牌化妆品，仅花几十元就能
买到？近日，济南警方查处一售假窝点，
当场查获一批假冒名牌化妆品。据悉，
这些假冒化妆品很多被销往全国各地的
美容院。

“垃圾桶里怎么会有这么多销货单？”
8月初，黄台派出所一民警在汇源华庭小
区走访时，无意中从小区垃圾桶里瞥见
了一堆单据。仔细查看，上面显示的内
容让人大吃一惊：“香奈儿 COCO 小姐
香水单价23元，雅诗兰黛恒美眼线笔单价
10元……”

国际名牌怎么这么便宜？这些单据
立刻引起了民警的警觉。随后，民警们开
始在这个小区进行走访调查，很快在该小

区一居民楼里，发现了一处用来作为
仓库存放假冒名牌化妆品并兼做办

公地点的民房。
8月21日，黄台派出所组织警

力，一举捣毁了该售假窝点，抓获
5名犯罪嫌疑人，并当场查获“雅
诗兰黛”、“香奈儿”、“迪奥”、“兰
蔻”、“欧莱雅”等20余个国内外的
名牌香水、眼影、睫毛膏、BB霜、护
肤套装等各种系列的化妆品，共

计3800余件，涉案价值100余万元。
据办案民警介绍，犯罪嫌疑人小赵今

年只有21岁，一次偶然的机会从国内某购
物网站上发现了“商机”，便通过网上进
货，以几元至十几元的超低价格大肆购入
市价几百元甚至上千元的各种假冒国内
外知名品牌的化妆品。

一开始，小赵只在夜市上销售，但其
很快就想到了扩大销售市场的办法，即通
过时尚杂志打低价广告。小赵先雇了 3
个人充当“销售客服”，负责电话回答客户
咨询。面对客户对低价的质疑，则谎称

“进货渠道不同，但货品保证质量”，以此
来欺骗、搪塞。然后，小赵又雇用亲戚张
某负责将顾客电话订购的货物进行打包，
通过快递寄出，最后通过货到付款的方式
收取顾客汇款。为了不留犯罪证据，小赵
每月都会将销售单据统一销毁。

根据民警查获的销货单，这些假冒化
妆品很多都被销往了全国各地的美容院。

从今年3月开始，短短几个月的时间
里，小赵的销售额就有三四十万元。

目前，5名犯罪嫌疑人均已被依法取
保候审，此案在进一步审理中。与此同
时，该假冒化妆品源头已在浙江产地被警
方查获。

余万元
“三无”美容品咋进市场的品咋进市场的

□新华社记者 陆波岸 邹婷玉

仅仅两年时间，通过网购，2000余万元的“三无”美容产品
被销往全国，甚至卖到日本。使用这些假冒产品，可能会造成
消费者面部溃烂甚至是毁容。操纵者究竟有着怎样的瞒天过
海的“法术”？网络又是如何被用作制假、售假“中介平台”的？

今年年初，一封来自美国的举报信传到
北京，美国艾尔建公司向中国国家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局举报称，www.prettyforyou.
cn网站涉嫌销售假冒他们公司的产品。

有关部门调查发现，这是一家号称“全
国最大的美容药品销售网站”，在网络上大
肆销售假冒的A型肉毒毒素、玻尿酸、注射
用玻璃酸酶等美容用药品、器械，网站注册
地位于广西桂林。

举报很快被移送到广西桂林市公安机
关。经过大量前期工作，掌握确凿犯罪证据
后，5月22日，桂林市警方一举抓获陈良等
10名犯罪嫌疑人，查获了桂林市鸿怡科技有

限公司用于网上销售美容整形药品、器械的
电脑14台，在该公司仓库里查获了美容整形
药品、器械38个品种及商标、标签一批，用于
存储公司经营管理信息的U盘等相关资料。

警方深入调查发现，这家公司所销售的
药品、器械均未取得国家药监局的注册批
准文号以及药监局的销售许可，经营中也
无正规的进货渠道和销售发票，上游供应商
也未向其提供过药品经营许可证、医疗器械
企业经营许可证、供货商销售人员的委托书
和身份证明以及进口药品检验报告和进口
医疗器械注册证，从未取得涉案的相关正规
生产厂家给予的销售授权。

A 型肉毒毒素、玻尿
酸、注射用玻璃酸酶等美容
用药品、器械是广泛运用在
美容方面的，使用假冒产品造
成消费者面部溃烂甚至是毁容
的事例屡见不鲜。早在2008年，国家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就联合公安部、卫生
部、国家工商总局等部门两次下发通知，规
范A型肉毒毒素的生产和销售。

但是，这家公司在两年时间里，已经通
过网站将2000余万元这类产品卖到全国
29个省（区、市）100多个地市，甚至卖到了
日本。

操纵这家公司的人叫陈良，28 岁。
2007 年，他建立了美容产品网站 www.
prettyforyou.cn，2010年 7月开始专门销
售美容整形产品。同年9月，他在桂林市工
商局注册成立了桂林市鸿怡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的上游供应商，都是陈良通过互联
网找到的北京、山东、浙江、广东等地一些没
有相关生产、销售美容整形药品、器械资质
的单位和个人，他以明显低于市场价格的价
位，低价购进美容整形的药品、器械成品或
半成品，经过简单包装后，再加价15%左右
销售出去，获取不菲的利润。

据陈良交代，他担心员工经不起客户追

问暴露公司秘密，给每个员工进行上岗培
训，培训内容就是如何避重就轻、声东击西
地欺瞒客户。客户常提的问题被他变成了

“教材”，一些常用的对答有——
问：产品如何保证质量？答：产品是原

装进口来的，产品质量完全放心。
问：总代理是哪里的？答：您拿产品从

我们这边拿就行了，总代理那边业务员报的
价格肯定比我们报的高多了。

问：总代理到底是哪里的？答：总代理可
能是北京、上海、深圳等地方的吧，具体情况我
不清楚，得问我们经理或者总经理才知道。

问：你们公司在哪儿？答：我们公司在

北京市丰台区，在北京、桂林、深圳、上海等
地有分销合作点等。

一旦与客户达成买卖意向，便立即通过
快递公司发货。从销售账单上看，有很多美
容机构甚至正规的医疗机构、职业的医疗人
员购买。

桂林市公安局经侦支队政委曾喜群说，
犯罪嫌疑人充分利用了客户的心理，一是突
出低价位；二是进行欺骗性宣传，使用假冒
的著名品牌的包装和效果；三是利用使用者
出于保护个人隐私的需要，同时利用美容机
构丧失道德底线、追求利润的动机，加上良
好的售后退换服务，吸引了很多顾客。

广西民族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杨红文教
授认为，网络销售假冒伪劣产品，在地域上
更加广泛、数额更加巨大、手段更加隐蔽，
增加了案件侦破难度，社会危害巨大。杨
红文建议监管部门加大抽查力度，鼓励消
费者积极举报不符合质量标准的产品。

南宁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稽查局分
局局长王发斌说，药品、保健食品或特殊用
途的化妆品的生产和销售，必须取得相关部
门的注册批准文号和销售许可，但是监管部
门很多时候只能采取事后监管，很难及时检
测到每件“三无产品”。同时，网络购物往往

跨区域，而相关部门只能管理本地区内的案
件，较难做到提前预防。对于这类产品，建
议消费者到正规的商场和药店购买，到国家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网站查证产品的真伪，
了解产品的批准文号、生产厂家和名称是否
对得上号。

济南查获一化妆品售假窝点
产品销往全国各地美容院

专家建议：加强监督抽检，鼓励消费者举报

搭建伪劣产品“中介平台”，欺瞒客户成员工“必修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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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假货靠网络“大行其道”黑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