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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平台上，多个直播间在热火朝天地销售999
足金产品。带999足金钢印、价格比国际金价低……
或真或假的叫卖，让不少消费者动了心。几经对比后，
黑龙江的杨女士在某电商平台企业店铺“香港大福万
达专柜”陆续购买了小手镯、金锁等三件999足金商
品，总价1000元。

杨女士回忆，她看好是999足金才购买的，下单的
时候是500元/克的价钱，叠加优惠券后是400多元。
店家声称会自带含二维码的证书，但是杨女士扫码显
示“查无此证”。她向店家求证真假，店家并未正面回

复，只要求杨女士退回产品。
浙江的王女士也是在网络平台购买了所谓的999

足金产品，优惠完400多元一克。她买了一个1克的
豆子，到货后跟家里的对比发现偏大，对此店家解释因
为模具不一样。但王女士认为如果豆子更大，哪怕是
模具不一样，它的克重也会相对增加。“还有一家给退
货退款了，那家说保真，是足金的。我说到时候如果收
到货不对的话，我要去做质检报告。然后店家让我退
款，我说我不退款，这个是真的我为什么要退款？店家
回复说，很多事情不能说得很明白。”王女士告诉记者。

2万元金手镯
实际仅含足金十克

999足金
究竟有什么

猫腻
一段时间以来，国际金价屡创

新高，黄金消费市场也是一片热火
朝天。随之而来的是有关黄金消费

的投诉与日俱增。在黑猫投诉平台，仅“假黄
金”一项投诉，就多达5000多条。多位消费
者告诉中国之声，多个网络平台销售的“999
足金”产品存在“以假充真”“掺杂掺假”等情
况。消费者在网上买到的所谓足金商品，究
竟有什么猫腻呢？

一只“离奇”的手镯让老字号金店老凤祥陷入舆论
漩涡。近日，河南卫辉的赵先生在当地老凤祥门店购买
了一只中空金手镯，发现存在异响后回到店内，让工作
人员当面剪开，竟在手镯内发现两根约6厘米长的金
丝。该事件一度登上微博热搜，并引发网友对于该产品
工艺水平、配重赚取差价的质疑，毕竟金店饰品的每克
加工费用并不便宜。并且，以金丝配重可能意味着该款
产品整体设计、生产都存在问题。

记者了解获悉，就在一个月前，天津一家老
凤祥门店还曾遭遇“洗金”风波。即消费者表示
在该门店清洗购自老凤祥的黄金手镯时，品牌
logo（钢印）被磨损，因此怀疑产品成色不足。后
老凤祥发布情况说明，表示在当地市场监督部门
协调下，由专业机构对该手镯进行了破坏性检
测，检测结果符合相关标准。老凤祥在承担鉴定
费的同时，为消费者进行了等克重的置换。

记者注意到，随着金价的不断走高，近年

来，我国黄金及黄金饰品消费市场火热，却也由此带来
诸多纠纷。在黑猫平台，包含“老凤祥”词条的投诉接
近1600条，投诉内容包括质量瑕疵、售后反馈不及时、
换购折旧费不透明等，而最频繁的投诉要数诱导消
费。特别是“一口价黄金”产品，诸多消费者表示老凤
祥店员在自己购买过程中不断推销一口价黄金，并且
故意隐瞒克重，甚至以“估计重量”的形式进行推销，导
致自己以过高价格买下产品。

在小红书平台，同样有较多对在老凤祥的消费经历
进行吐槽，且以“一口价”产品偏多。当然，不仅仅是老
凤祥在黑猫投诉上，周大福相关条数达4000条、周六福
超2000条、周大生近2000条、潮宏基约450条。这些投
诉一是产品质量、纯度、成分与标称不符，部分商家售卖

“金豆”等珠宝产品中掺加黄铜，实际“含金量”远低于宣
传标准；二是“一口价”黄金计价模式不透明。经营者在
销售时故意隐瞒黄金首饰克重或置换限制条件等，存在
诱导消费、价格欺诈等问题。 据南方都市报

低价“999足金”产品真伪存疑A

记者在黑猫投诉平台搜索，因为购买到“假黄金”
而发起的投诉超过5000条。克重、大小、熔点……是
许多消费者辨别黄金真假的方法，但记者在采访中发
现，造假的手段在不断升级，许多常规方法甚至专业的
无损检测都难以辨别真假足金。

上个月末，上海市公安局普陀分局长寿路派出
所接到一起报案，消费者李女士（化名）春节前在网
络二手平台购买了一只价值两万元的足金手镯，交
易时证书、发票齐全，使用火枪灼烧也未出现异常。

“当时我们还特地带把火枪，想着不变色就是真的。
当场烧红了没有变色；我还特地买了小秤去称，克
数、重量都吻合，卖家还给了周大福的袋子和发票。
后来我戴着有点小，自己本来有个镯子，想要一起拿
到金店去打成一个大的，结果拿过去剪开发现里面
全部是银，然后就去报了警。”李女士说。

长寿路派出所执法办案队警长成玺介绍，犯罪嫌
疑人已被抓获。案件侦办过程中，逐步发现了李女士
为何用多种方法都未能识别出“金包银”手镯的原因。

“卖家找了做凭证的商家，花20元左右，做了一个4件
套——所谓的出货单、质保单、吊牌、周大福的袋子。
发票价格对应2024年1月12日周大福金价，所以做
得挺真。我们平常意义上理解的‘金包银’手镯是外面

裹了一层黄金，把它打开之后有可能分离出来，但是这
款镯子把金和银融到了一起，不剪开，肉眼很难观察
到。”成玺告诉记者，检测发现，这个两万多元的所谓
999足金手镯实际上含有足金十克左右。一般金包银
用2克左右金就能做，因此，火枪短时间内灼烧难以发
现异常。

在浙江宁波市质检院黄金珠宝检测中心近日收到
的一项检测委托中，所谓的“足金”样品所使用的工艺，
比上述“金包银”手镯更难识别。该检测中心主任王超
说：“我们把不同的位置都测了，黄色的部分是999足
金，但样品在断口的地方有点发白。因为要测得准确的
数据，经过沟通，消费者允许我们再破坏一点，拿锉刀锉
的手感跟真的黄金大不一样，它非常硬，锉掉之后，白点
就露出来了。它也不是整块白的，是一点一点，我们用
放大镜看，黄色的部分凹下去，白色的一点一点凸出
来。我们再上仪器一测，发现铼峰很高，说明一点一点
的白色小颗粒，极大可能是铼元素。”王超解释，铼的售
价一克仅需十几元钱，掺在足金中不仅价格低廉且不易
被发现。因为铼元素的比重跟黄金接近，掺在一起后，
用比重法很难区分。此外，铼元素的熔点比黄金高，真
金不怕火炼，铼也不怕。如果外面厚厚的一层全部是黄
金，铼混在里面，不破坏整个外层是测不到的。

造假升级难以辨别真假足金B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金银管理条例》第十九条规
定，申请经营（包括加工、销售）金银制品等相关业务的
单位，必须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和审批程序，经中国人民
银行和有关主管机关审查批准，在工商行政管理机关
登记发给营业执照后，才可以营业。

多位消费者反映，他们购买过黄金饰品的一些网店
过一阵子可能就关闭了，但销售相同产品的店铺却一直
层出不穷。这是为何？又该怎么规范？记者查询发现，
上述消费者反映的“香港大福万达专柜”店铺，在国家企
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中已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但截至
发稿，该店仍在销售足金产品。

杨女士表示，自己也曾向相关部门反映过该店铺
涉嫌售假的情况，“我打12345去查店铺的工商注册信
息，反馈说店铺被举报好多回，去工商注册地查也没有

那个店。淘宝客服说没办法，不知道店铺的发货地
址。然后我又在评论区发现店铺的退货地址，查完了
发现退货地址也是假的。”

近年来，各地公安机关破获过多起假黄金诈骗案，
有专家认为，此类案件中，主播、商家、平台均应承担各
自的责任。成玺表示，从消费者来说，避免买到假黄金
产品的最主要的方法，还是“擦亮双眼”，选择正规商家
和渠道购买，黄金作为贵金属，其价格有权威参照，不
要轻信所谓的“补贴”或“让利”。

王超还提示消费者，不要轻信商家提供的检测证
书。“线上证书有真有假，特别混乱，可以与机构出的真
证书做得一模一样，甚至套用机构的编号做证书。除
网上查询外，还可以通过证书后面的电话来辨别真
伪。” 据央视

别轻信商家提供的检测证书C

新闻链接 金手镯内藏2根金丝 金店被指配重赚差价

“金包银”手镯

网络平台上，代购、销售黄金饰品十分火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