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
展，大数据的运用越来越普遍，我
们随时随地都在享受着大数据带
来的便利，但其负面作用也接踵
而至。近日，网络购物、交通出
行、在线购票等多个领域的电商
平台均被曝出存在“杀熟”情况。

大数据“杀熟”，是指经营者
运用大数据收集消费者的信息，
分析其消费偏好、消费习惯、收入
水平等信息，将同一商品或服务
以不同的价格卖给不同的消费者
从而获取更多利润的行为。“杀
熟”的形式多样，主要有三种表
现：一是根据用户使用的设备不
同而差别定价，比如针对苹果用
户与安卓用户制定的价格不同；
二是根据用户消费时所处的场所
不同而差别定价，比如对距离商
场远的用户制定的价格更高；三
是根据用户消费频率的不同而差
别定价，一般来说，消费频率越高
的用户对价格承受能力也越强。

目前，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

法还未明确将大数据“杀熟”行为
纳入规制范围。但消费者权益保
护法第八条规定，消费者享有了
解购买使用商品或接受服务的真
实情况的权利。同时第二十条明
确，经营者具有真实全面告知义
务。在大数据“杀熟”中，消费者

难以知悉商品或服务的真实价
格，看到的只能是经营者通过对
其个人信息的分析后专门为其划
定的、令其支付金额最多的价格，
这严重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十条还
规定，消费者有权根据公平的交

易条件，获得公平的交易结果，主
要体现为消费者有权利以合理的
价格购买商品或接受服务。利用
大数据“杀熟”，经营者并非依据
商品本身的性质功能，而是根据
分析消费者心理与行为的结果对
商品定价，使处于相同交易条件
下的消费者面对的价格不同，这
种行为极大地违背了公平交易权
的内在精神与实质内涵。

此外，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
十六条规定，经营者应当以显著方
式提请消费者注意格式条款中与
其有重大利害关系的内容，并且不
得作出对消费者不公平、不合理的
规定。所以，即使消费者于“服务
协议”中同意经营者使用其个人信
息，经营者仍需承担保障消费者个
人信息安全的义务。

针对实践中大数据“杀熟”的
现象，亟须出台相关法律规范规
制该行为，为受到损害的消费者
提供维权通道。

据《人民日报》报道

警惕大数据“杀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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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了就能变聪明、无副作用、
能增加免疫力……近年来，每逢
全国性各类考试前夕，一种号称

“聪明药”的药品便在网络走俏，
一些家长、学生热衷购买服用。

“新华视点”记者调查发现，所谓
“聪明药”属于国家严格管控的精
神类处方药，不能随意购买。在
相关部门屡次严打之下，一些药
商转入地下，通过电商平台、社交
媒体隐蔽销售。

长期服用有诸多副作用
在网络上，“聪明药”销售火

爆，高峰期甚至出现断货。“平时
利他林通常每粒卖16至30元不
等，但在特殊时段很难买到，于是
有人乘机抬高价格，最多能卖到
一粒100多元。”一位买家告诉记
者。

成都家长秦女士的儿子备战
高考，情绪有些焦虑。秦女士听
说一种“聪明药”可以提高孩子智
力，就去网上买了给孩子服用。

记者调查发现，吃“聪明药”
的人群中，有的是面临高考、考研
等重要考试的学生；有的是职场
人士，长期熬夜，工作压力大，想
通过药物补充精力，提高效率。

不少吃过“聪明药”的人说，
吃药后短期内精神集中度会提
高，不容易分神。“吃了药后连续
学三四个小时都不会累，不知不
觉做完了很多事情。”北京一名大
学生告诉记者。

吃了药真的会变“聪明”吗？
秦女士告诉记者，刚开始吃药后
效果不错，过了一段时间，孩子的
精力却很难再集中了，昏昏欲睡，
总想吃药。

胡月月是西南一所高校外国
语学院的研究生，考研前压力大，
她听同学介绍，服用了一周“聪明
药”。“每天一粒，一开始好像很精
神，但是药效过后感觉比较疲劳、
迟钝。最终也没有起什么作用，
成绩和平常差不多。”

记者了解到，所谓“聪明药”
主要包括莫达非尼、专注达、利他

林、择思达、阿莫达非尼等，在临
床上属于精神类药物。四川大学
华西医院临床药学部临床药师于
磊说，这类药物主要用于治疗注
意缺陷多动障碍和发作性睡病
等，不会提高人的智商、智力。

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神经内
科主治医师李伟介绍，服用此类
药物短期内会有一定的精神振奋
作用，但是长期服用可能会有心
跳过快、食欲下降、失眠、焦虑等
副作用，甚至引起成瘾症状。为
解除压力服用这类药品属于饮鸩
止渴。

记者暗访：线上药房销售随
意，社交媒体“人肉代购”

于磊介绍，这类药物都属于
国家严格管控的精神类药品，必
须由专科医师开具特定的处方才
能购买使用。但记者调查发现，
一些线上药房销售十分随意。

记者搜索发现，京东大药房、
健客、1药网等网络售药平台均有
择思达在销售，平台都注明“购买
时需要提交纸质版或电子版的医
生处方”。记者在网上下载了一
张问诊单，上传到京东大药房和
健客。

京东大药房的客服打来电
话，告诉记者提交的问诊单无效，
必须要处方笺才可以。记者说没
有纸质版处方签，客服说可以通
过其互联网医院的医生开具电子
处方笺。记者随后联系了互联网
医院的医生，医生没有询问症状，
只问了需要的药品名称和剂量，
就开具了电子处方笺。

健客标注了“会在2小时内和
下单者核对相关信息”，但记者并
未接到任何电话就通过了审核，
收到下单成功的短信通知。

此外，在一些二手电商平台
也很容易买到“聪明药”。记者以

“聪明药”“专注力”等为关键词搜
索，在闲鱼上找到了不少相关商
品。

一位名为“米花力”的闲鱼平
台卖家挂出“聪明的一休药盒转
让”信息，仅一小时就有16名买
家标记“想要”。记者联系卖家，
对方通过微信发来一张利他林价
目表，显示有瑞士、美国等国生产
的药品，价格不一。这名卖家说，
每年各种重大考试前买家会比较
多，5月中旬到了一批瑞士版利他
林，现在库存已所剩不多。

据记者调查，通过QQ、微信
等社交媒体进行交易的也不在少
数。QQ上一名卖家透露，网上卖
药的基本分两类，一类是注意缺
陷多动障碍患者，自己能开到药，
按市场价卖给其他人赚差价；另
一类是代理商，除了从患者手里
拿药，他们还会找境外的一些药
厂和医院购买。“国外管理没有国
内严，我的药都是找代购‘人肉’
背回来的。”

对涉事网络平台要追责，保
障在线处方真实性

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品种目
录显示，利他林、莫达非尼均属于
第一类精神药品。根据麻醉药品
和精神药品经营管理办法，未经
批准的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从事
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经营活动。

西南政法大学刑法学博士刁
雪云说，我国禁止生产、销售假
药，并明确规定未经批准生产、进
口，或者依法必须检验而未经检
验即销售的药品，均按假药论
处。药贩子将私自从国外购买的
利他林带回国内销售，已涉嫌构
成贩卖假药罪。

业内人士认为，当前，这类药
品通过网络隐蔽销售的情况屡禁
不绝，相关部门要有针对性地加
强网络监管，对涉事平台要严肃
追责。同时，社交媒体和网络销
售平台也要担负起法律和社会责
任，通过技术手段查获、拦截非法
交易。

李伟说，要严格管理、约束医
生在线开处方的权力，把处方药
相关制度真正落实到位，保障在
线处方真实、合理。

于磊等专家还提醒，考生、家
长、职场人士不要盲目相信“聪明
药”所宣传的能变聪明、提高注意
力的疗效，学习、工作压力大需要
科学的精神调节方式，网络销售
药品质量难以保障，随意购买有
可能造成身体损害。

据新华社报道

“聪明药”到底是种什么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