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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文选粹】盲盒营销不能一路走到黑

编者按：

盲盒，顾名思义，就是在相同的盒子中放置不同的商品，消费者事先不知道盒子里装的是
哪一款，但有一定概率能够抽到自己心仪的商品，这种类似于抽奖的营销策略，极易刺激消费
者购买的欲望，成为当下吸引青少年群体消费的营销方法之一。近日，据媒体爆料，有些商家
将盲盒作为“清库存”工具，有些盲盒夸大宣传、以次充好，而某些“宠物活体盲盒”也引发
争议……盲盒虽“盲”，消费者的眼睛却是雪亮的。面对百花齐放的商业创新，监管部门应及
时介入，肃清行业发展，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盲盒营销不能一路走到黑
题目即观点，运用拟
人手法凸显市场乱
象。

①规范盲盒市场已成为当务之急。1月 26 日，中消协针对盲盒
市场发布消费提示称，商家过度营销、涉嫌虚假宣传、产品质量难
以保障和消费纠纷难以解决等问题越发凸显。盲盒市场近年来热度
持续走高，各行各业的商家都发现盲盒市场有利可图，希望来分一
杯羹。除最初的玩具外，餐饮、美妆、文具、图书等诸多消费领域
也都掀起了“盲盒风”。身处其中的消费者要认清风险理性消费，
勿盲目跟风。（1 月 27 日《北京晚报》）

开篇由盲盒市场近年
来热度持续走高引出
规范盲盒市场的话
题。

②盲盒，指的是在相同包装的盒子中放置不同款式的商品。消
费者事先不知道盒子里装的是哪一款，只因为有一定的概率能够
“拆”到自己心仪的商品，所以才购买。盲盒的异军突起是当前市
场发展的缩影，有时仅仅需要一根创意的火柴，就能点亮整个天空。

③现在的盲盒市场就像是一个怪圈，圈里面的人玩得不亦乐乎，
圈外的人看不明白。有人认为盲盒是消费者在交“智慧税”。在他
们看来，消费者购买盲盒是被商家夸大的商品价值、虚构的中奖概
率所误导，商品本身并没有过硬的竞争力。此次中消协发布的消费
提醒也恰恰说明，不少打着盲盒旗号销售的商品有的是蹭盲盒的营
销热度，有的是经营者“清库存”的工具，有的商品甚至存在严重
的隐患……这些现象说明有些经营者已经玩过了。

现实性分析。盲盒被
商家夸大价值并虚构
中奖概率，商品本身
没有过硬的竞争力。

④何止是经营者，就连有些消费者也玩过了。有一种说法认为，
现在的盲盒营销利用了消费者的赌博心理，实质是互联网赌博向商
品营销的蔓延。盲盒市场存在过度消费的现象。2019 年 8 月，天猫
国际发布的《95 后玩家剁手力榜单》显示，每年有 20 万消费者全
年在盲盒上的花费超过 2 万元，甚至有消费者一年要耗资百万来购
买盲盒。

现实性分析。盲盒是
互联网赌博向商品营
销的蔓延。

⑤如果任由这些乱象存在和泛滥下去，那么盲盒市场就很有可
能一路走到黑。对盲盒趋之若鹜的投资者和消费者，仅是劝说他们
及时止损，可能收效甚微。盲盒的背后是不断涌动发展的潮流文化，
潮流文化本就“兴也勃焉，亡也忽焉”，只能存在一时，不可能存
在一世。但是，如果盲盒市场不能规范发展，将会加剧退潮的到来，
最终受损的还是广大消费者。

现实性分析。盲盒的
背后是不断涌动发展
的潮流文化，“其兴
也勃，其亡也忽”。

⑥也正是出于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和规范盲盒市场发展的目
的，加强盲盒监管的呼声也在水涨船高。此前，已有一些市场主体
表示希望监管部门能够及时介入，肃清行业发展。现在，中消协发
布消费提示，指出了当前盲盒市场存在的一系列问题，既是提醒消
费者理性购买，也预示着盲盒市场不是监管死角，种种乱象将会得
到逐步遏制。

⑦有调查显示，2019 年国内盲盒行业市场规模为 74 亿元，预
计 2021 年将突破百亿。盲盒行业再热，盲盒营销不能一路走到黑，

必要性分析。经营者
必须承担法定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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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可能一路走到黑。市场发展依旧遵循着一些基本规律和准则，
不管盲盒穿上什么外衣，其基本属性依旧是商品。因此，经营者必
须承担法定的质量担保责任，确保商品的质量信息真实，不得作出
虚假、夸大或者引人误解的宣传，保障消费者在知情的前提下购买。

担保责任，确保商品
的质量信息真实。

来源：2021-01-28《北京青年报》 作者：东原

【时代警语】
盲盒的背后是不断涌动发展的潮流文化，潮流文化本就“兴也勃焉，亡也忽焉”，只能存

在一时，不可能存在一世。但是，如果盲盒市场不能规范发展，将会加剧退潮的到来，最终受

损的还是广大消费者。

【思维串联】

【考点精练】
1.请为下面这段新闻材料写一句总结概括的话，不超过 20 字。

1 月 26 日，中消协针对盲盒市场发布消费提示称，商家过度营销、涉嫌虚假宣传、产品
质量难以保障和消费纠纷难以解决等问题越发凸显。盲盒市场近年来热度持续走高，各行各业
的商家都发现盲盒市场有利可图，希望来分一杯羹。除最初的玩具外，餐饮、美妆、文具、图
书等诸多消费领域也都掀起了“盲盒风”。身处其中的消费者要认清风险理性消费，勿盲目跟
风。（1月 27 日《北京晚报》）
2.读写一体化训练（开放性试题）

2019 年 8 月，有机构发布的《95 后玩家剁手力榜单》显示，每年有 20 万消费者人均一年

在盲盒上花费超过 2 万元，甚至有消费者一年要耗资百万元来购买盲盒。

打开某电商网站搜索“盲盒”，能找到的盲盒类型千奇百怪：一份售价 9.8 元的盲盒，商

家声称产品内容完全随机，范围居然从玩具饰品到电子产品都有；有商家不但不标明品牌厂家，

还理直气壮声称“可能存在瑕疵”……请你针对以上现象，写一段公益广告词。（不超过 20

字）

扫描二维码关注“新课标大语文”公众号
查看思考题参考答案

（本篇解析老师：巩义市第一高级中学 张晓燕）

【相关链接】

盲盒，为什么让人欲罢不能？

近日，中消协针对盲盒市场发布了消费提示，对目前市场上存在的商家过度营销、商家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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嫌虚假宣传、产品质量难以保障和消费纠纷难以解决四类主要问题进行了提示，同时提示相关

经营者，要从产品本身下功夫，不要一味蹭盲盒的营销热度，赢得了眼前的利益却丢掉了长远

的口碑。

如果有留意，我们能发现在很多的商场、交通枢纽站等场所，传统的自动售货机里开始不

再摆放普通的商品，而是摆着各式各样的盒子。不仅如此，盒子内的商品从最开始的泡泡玛特

玩偶盲盒，到如今种类越来越多，包括手机、玩具、美妆等等。可能有不少人会认为盲盒是一

种类赌博行为，完全是利用了消费者的赌徒心理，对盲盒经济并不认同。但需看到，当前的盲

盒经济实际要有所区分，一类是收藏玩偶类的盲盒，一类是商品盲盒，对于前者而言，要认识

到其中存在的情感理性和消费非理性，而对于后者，要认识到其中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问题。

实际上，中消协指出的四类主要问题只有第一个问题涉及了消费心理，其目的并不全在于

否定，而是呼吁一种理性的消费，其余三个问题则均涉及产品本身的问题。因此也可以看出，

中消协更关注的是盲盒热后引发的市场乱象，而并非盲盒本身。

2019 年 8 月，有机构发布的《95 后玩家剁手力榜单》显示，每年有 20 万消费者人均一年

在盲盒上花费超过 2 万元，甚至有消费者一年要耗资百万元来购买盲盒。从数据来看，盲盒的

玩家群体并不大，因此，从整体上来讲，很多人并不理解消费盲盒的心理。购买盲盒有着情感

上的理性和消费上的不理性，对年轻一代的消费者来说，为情感买单成为其主要的消费心理。

当前，对消费者而言，一件商品带来的使用价值和情感价值逐渐分离，年轻一代的消费观

念决定了其更注重于一件商品的情感价值，盲盒内部的萌娃给予的“家庭感”、盲盒收集带来

的“成就感”以及盲盒社交带来的“归属感”都是消费者消费盲盒的主要动机。

不过，情感理性同时伴随着消费的不理性，不少消费者存在着“赌徒谬误”的观念，所谓

“赌徒谬误”就是想当然地认为随机序列中一个事件发生的概率与之前发生的事件有关，即其

发生的概率会随着之前没有发生该事件的次数而上升。如购买盲盒，之前没有买到，下一次买

到的概率就会变大。理性来讲，我们当然知道每一次的购买是相互独立的，但对于购买时的消

费者而言，赌博心理会受到“赌徒谬误”的强化，从而进行冲动消费。商家正是利用了这样一

种情感和消费心理上的矛盾，收割消费者的钱包。

可能不少人会说盲盒经济也无可非议，其实不然。盲盒经济的问题出在了玩法上，因为消

费者以及执法部门并不掌握某些玩偶的出品概率，这就导致了信息不对称，企业完全掌握出品

概率会使企业拥有类似垄断市场上的定价权，如此一来，企业能够根据消费者的特点，榨干消

费者购买盲盒所有的消费剩余。

商品盲盒与玩偶类有所不同，其不具有很强的情感价值，但商品盲盒往往用低价来进行营

销，更加激发消费者的赌博心理，并且商品盲盒的信息不对称更为严重，其缺乏企业的长期利

润导向，从而一般都持有赚快钱的思维。在赚快钱的营销导向下，很容易会伴生产品质量问题，

特别是随着盲盒经济从线下转到线上，由于消费者维权的困难程度变大，更鼓励了部分商家销

售假冒伪劣产品。

因此，中消协的提示非常及时，规范盲盒经济应该在消费者规劝方面下功夫，特别是针对

商品盲盒，重视使用价值的商品购买不要被低价营销的盲盒所迷惑。但对于具有收藏性、稀缺

性的商品盲盒，规劝的作用可能有限，应多注意规范玩法，特别是对于概率要作出一定的规范，

不能让出品概率由企业随意调整。同时对产品生产销售上的违法违规行为应该予以足够的重视，

降低消费者维权成本，拓宽消费者维权渠道，增大违法成本。

（来源：2021-2-1《光明日报》 作者：盘和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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