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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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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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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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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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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新华社

变味的“博主探店”：给钱就夸上天，不给钱就抹黑

10.6万亿元 ！ 我国首季金
融统计数据11日出炉， 一季度
我国新增人民币贷款创新高 。
专家认为， 一季度金融支持靠
前发力， 信贷呈现供需两旺态
势 ， 有助于巩固拓展向好势
头， 进一步推动经济运行持续
整体好转。

中国人民银行当日发布的
数据显示， 一季度我国人民币
贷款增加10.6万亿元 ， 同比多
增2.27万亿元。 其中， 3月份人
民币贷款增加3.89万亿元 ， 同
比多增7497亿元。

一季度往往是银行信贷投
放的旺季。 中国民生银行首席
经济学家温彬认为， 今年首季
新增人民币贷款创新高， 这背
后是经济持续向好带动企业贷
款需求回升。 在金融机构信贷
投放靠前发力的支持下， 企业
复工复产进程加速。

这也在近日人民银行发布
的银行家问卷调查报告中得到
印证。 报告显示， 一季度， 我
国贷款总体需求指数为78.4%，
比上季上升19个百分点， 比上
年同期上升6.1个百分点。

与此同时， 一季度信贷结
构进一步改善。 数据显示， 一
季度， 企 （事） 业单位贷款增

加8.99万亿元 ， 其中中长期贷
款增加6.68万亿元 ； 住户贷款
增加1.71万亿元， 其中3月份增
加超1.24万亿元。

东方金诚首席宏观分析师
王青表示， 在基建投资和制造
业投资较快增长的带动下， 企
业中长期贷款同比多增， 成为
推动一季度信贷增长的主力 。
与此同时 ， 3月住户贷款增加
较多 ， 居民信贷改善较为明
显。

人民银行此前发布的城镇
储户问卷调查报告也显示， 一
季度， 倾向于 “更多消费” 的
居民占23.2%， 比上季增加0.5
个百分点 ； 倾向于 “更多投
资” 的居民占18.8%， 比上季增
加3.3个百分点。

商业银行信贷投放节奏加
快， 推动广义货币 （M2） 持续
保持合理充裕 。 数据显示 ， 3
月末M2余额281.46万亿元， 同
比增长12.7%， 增速比上月末低
0.2个百分点 ， 比上年同期高3
个百分点。

招联首席研究员董希淼表
示 ， 一季度信贷保持较快增
长， 派生的货币相应增加， M2
增速保持在高位。 这表明， 稳
健的货币政策精准有力， 市场

流动性比较充裕， 金融对实体
经济支持力度较大。

这也在11日发布的社融数
据中有所体现。 数据显示 ， 一
季度社会融 资 规 模 增量累计
为14.53万亿元， 比上年同期多
2.47万亿元 ； 对实体经济发放
的人民币贷款占同期社会融资
规模的73.6%， 同比提高4.5个
百分点。

“从一季度金融数据可以
看出， 当前实体融资需求持续
修复， 银行信贷投放主动性增
强 ， 稳增长政策正在延续发
力， 有助于进一步稳定市场预
期， 提振发展信心。” 温彬说，
贷款保持平稳增长， 流动性保
持合理充裕， 将为经济稳固运
行和持续整体好转创造良好的
金融环境。

专家建议， 下一步要保持
宏观政策的稳定性 、 连续性 ，
增强政策措施的灵活性、 精准
性， 继续采取坚决有力的措施
提振经营主体信心和预期。 要
确保流动性更加精准地滴灌到
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 加大对
小微企业、 科技创新、 绿色发
展等领域的支持力度， 加快推
动经济运行持续整体好转。

据新华社

漫画绘制 朱慧卿

信贷投放靠前发力
货币信贷总量合理增长

———透视一季度主要金融数据

4月12日， 参观者在消博会的一家展台品尝进口牛排。 在海口举行的
第三届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上， 来自全球的优质农产品和特色美食云
集。 观众在消博会上品尝美食， 享受舌尖上的盛宴。

新华社发

舌尖上的消博会

新 华 社 电 吉 林 省 12日 启 动
“服务企业月” 活动， 面向全社会
公布2023年政府为企业办实事清
单， 从财税金融支持、 加强服务保
障、 支持开拓市场、 优化营商环境
4个方面出台60项切实举措， 持续
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

按照清单规定， 吉林省对月销
售额10万元以下的增值税小规模纳
税人， 免征增值税。 增值税小规模

纳税人适用3%征收率的应税销售
收入 ， 减按1%征收 。 制定重点企
业和重大项目用电优先保障清单，
满足企业用电需求。

吉林省工信厅厅长宋刚介绍，
全省工信系统将一手抓优质企业梯
度培育 ， 一手抓小微企业纾难解
困， 有力促进政策落实， 扎实开展
助企服务， 着力推动清欠工作， 完
善统计监测体系。

吉林推出财税金融支持等举措推动民营经济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