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黄金到白银， 从钻石

到珍珠， 琳琅满目的商品满

足了消费者的多样化需求。

然而， 随之而来的问题也不

容忽视， 特别是关于贵金属首饰的

标识、 质量等问题。 近期， 上海市

市场监管局对浦东新区、 青浦、 普

陀、 松江、 黄浦、 金山、 静安、 徐

汇、 奉贤九个区域和天猫、 抖音两

家网络平台 47 家企业销售的 42 个

品牌 80 批次贵金属首饰进行了监督

抽查， 本次检测项目涉及贵金属纯

度 （含量）、 质量、 标识 （标签、 印

记） 3 项， 不合格项目为标识 （标

签、 印记）。

不合格检出率为8.8%

根据相关标准要求， 标签命名

内容只能包括纯度、 材料、 宝石名

称和首饰品种。 命名名称前、 后不

得再有其他内容； 印记内容应包括：

厂家代号、 材料、 纯度以及镶嵌首

饰主钻石 （0.1 克拉以上） 的质量。

经检测， 有 7 批次不合格， 不

合格检出率为 8.8%。 其中 4 批次标

签中包含不符合标准要求的字样， 6

批次印记缺少厂家代号。

如上海市金山区甄钻珠宝店在

万达广场 （金山店） 销售的标称由

上海甄钻珠宝有限公司生产 （或供

货） 的足金 3D 硬金挂件， 贵金属

首饰命名名称中包含“3D 硬金” 字

样， 另外， 该批次未标注厂家代号，

均与国家强制性标准不符。

上海璨玺珠宝首饰有限公司在

天猫拜廷旗舰店销售的标称由其生

产 （或供货） 的足金耳饰 （型号规

格： 约 1.26g 金含量 999‰）， 未标

注厂家代号， 与国家强制性标准要

求不符， 并且标识不合格， 消费者

无法准确了解产品的真实情况， 影

响消费者正确选购。

近日，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还公

布了珠宝玉石市场监督抽查情况的

公告。 本次共对卡地亚、 宝格丽、

老凤祥、 老庙、 周大福、 潘多拉等

58 家企业 59 个品牌 100 批次珠宝

玉石进行了监督抽查。 经检验， 有

16 批次不合格， 不合格检出率为

16%。 检测项目涉及放大检查、 折

射率、 红外光谱、 紫外可见光谱等

10 个项目。 本次不合格项目是名

称、 标识 2 项。

如奈盛贸易 （上海） 有限公司在

小红书销售的标称由其生产 （或供

货） 的 S925 银 / 合成立方氧化锆耳

环 （型号规格： 02390785-658-TU；

生产日期/批号 ： 3661266737863），

企业标称为“合成立方氧化锆”， 实

测为“玻璃”。 国家标准要求， 珠宝

玉石定名应按照定名规则进行确定，

不同品类的珠宝玉石市场价值不同，

定名不准确， 容易误导消费。

已责令停止销售

根据相关抽查结果， 市场监管

部门已责令相关经营者立即停止销

售不合格产品， 对库存产品、 在售

产品进行全面清理， 按照相关法律

法规要求主动采取措施， 保护消费

者合法权益， 并对生产、 销售不合

格产品的经营者移送所在地市场监

管部门依法调查处理。

市市场监管部门提醒消费者，

在选购贵金属首饰时， 应注意以下

几点： 消费者应向商家索要销售票

据及证书， 并要求商家在发票上标

明产品的具体名称。 如果旅游途中

购买了当地的金银珠宝， 一定要及

时向商家索要销售发票， 一旦发生

质量纠纷， 可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

益。 如果配备检测证书， 可查询

CMA 标识或查询检测机构官网、

电话咨询等方式， 查验产品证书的

真实性， 确认信息与实物是否匹配。

市市场监管部门建议消费者选择明

确标注贵金属纯度的产品。 购买贵

金属时， 消费者应检查印记是否正

确、 完整， 印记应至少包括厂家代

号、 材料及纯度。

□ 见习记者 王葳然

市市场监管局公布贵金属首饰监督抽查情况：

“南非甄钻”挂件等抽查不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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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保委关注

近日， 有打假“网红” 质疑部

分知名黄金珠宝品牌“一口价” 销

售模式构成欺诈， 引起了广泛热议。

那么， 到底什么是黄金珠宝的“一

口价” 销售？ “一口价” 销售又是

否侵害了消费者权益呢？ 对于消费

者的这些疑问， 近日， 上海市消保

委黄金珠宝专业办进行了解答。

什么是“一口价”销售

引起争议的“一口价” 销售，

实际上指的是一种黄金珠宝首饰的

计价方式。 黄金珠宝首饰零售主要

采取两种计价方式： 一种是以克计

价， 就是产品上既标注克重， 也标

上工费， 消费者购买时， 先按克重

乘以当日金价， 再加上工费得出产

品售价； 另一种是按件计价， 也就

是“一口价” 销售， 即产品直接标

明售价， 至于克重等只是作为辅助

信息， 并不直接影响售价变化。

近几年来， 古法金、 5D 硬金等

黄金首饰制造工艺不断提升， 贝母、

珐琅等其他材质的组合应用层出不

穷， 热门 IP、 国潮联名等文化概念

也融入首饰设计， 像蒂芙尼、 卡地

亚等高档珠宝品牌， 大多采用“一

口价” 销售模式进行计价。 而在国

内黄金珠宝首饰市场， 目前则既有

按件计价， 又有以克计价的产品。

消保委表示， 对于近年来较为

火爆的黄金镶嵌其他材质的新产品，

以克计价的传统模式可能导致价格

较为低廉的贝母、 珐琅等其他材质

卖出了金价， 侵害了消费者的权益，

因此“一口价” 销售模式应用在这

类饰品中， 倒也不失为一种更合理

的计价方式。

侵害了消费者权益吗？

不同的黄金珠宝首饰， 是否有

相对应的不同计价方式？ 由于并没

有相关的规定限制经营者采用何种

计价方式， 因此， 黄金珠宝门店大

多自行规划自家金饰的计价方式。

消保委指出， 《消费者权益保

护法》 规定， 消费者享有知悉其购

买、 使用的商品或者接受的服务的

真实情况的知情权、 享有自主选择

商品或者服务的选择权。

“克重” 是国内消费者购买黄

金饰品最为关注的点之一， 因此，

经营者在销售弱化黄金材质属性的

“一口价” 金饰时， 应当以显著标识

标明克重等信息， 并避免与其他黄

金饰品混淆销售， 同时需主动告知

消费者“一口价” 金饰的售后限制

条件等， 减少消费者因不知情购买

而引发纠纷。

从过往的“一口价”金饰消费争

议看，以材质为主要卖点的传统观念

与近年来不断上涨的金价导致消费

者对“一口价”销售的排斥，而门店避

重就轻的宣传手段、不规范的营销方

式，更是加剧了消费者的误解。

消保委提醒， 作为经营者， 应

当通过“明码标价” 明确标示消费

者最在意的金饰克重、 纯度等信息，

通过合理解释帮助消费者理解黄金

珠宝首饰的文化、 款式、 工艺等附

加价值， 扭转过往以“保值” 作为

主要目的的黄金饰品消费思维定式；

作为消费者， 则要特别关注标识标

签、 核实克重纯度、 确认售后规则，

才能挑选到价格合理、 符合心意的

首饰。

金饰可以用
“一口价”销售吗？

□ 记者 章炜

按件计价 （“一口价”） 金饰标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