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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事件：网店碰瓷知名院士

一、热点概述

近日，有消费者在某电商平台发现，有些保健产品的宣传图用了知名院士的照片，产品宣称可以治

疗关节炎、皮肤病和糖尿病等多种疾病。这些保健品承诺疑难杂症“一瓶就够”“永久性消除”“不灵全

额退款”，文字浮夸刺眼，甚至发起“毒誓”，粗鄙不堪，毫无下限。对此，已有院士公开回应，从未为

任何商家包括电商代言、推荐过任何产品。其团队的委托律师表示，已向平台发送律师函。

院士代表着权威和专业。不良商家擅自“蹭”院士流量，为的就是借院士为产品背书，让消费者心

生信任。然而，未和对方达成商业合作协议就擅自使用对方形象，甚至打着“灵丹妙药”的旗号招摇撞

骗，显然已经严重侵犯他人肖像权、名誉权。有的商家甚至称自己的产品“当晚见效”“永不反复”，显

然是在忽悠消费者，已经违反广告法。

二、答题素材

1.事实（举例）论证：

近日，有消费者称，2023 年 12 月 23 日，他在某电商平台为家人选购膏药时，发现一些店铺相关产

品宣传图片中有钟南山、李兰娟等院士的照片，产品宣称可以治疗关节炎、皮肤病和糖尿病等多种疾病。

随后，他向平台反映了相关情况。钟南山院士团队的委托律师表示，正在维权。对于部分商家“碰瓷”，

2020 年钟南山曾回应称，“类似传闻太多了，所以我不会去管它，也根本不在乎”。但今天钟南山的态度

不同了。他不仅认为这是违法行为，也认为会对消费者产生误导。更重要的是，他以实际行动开始维权，

其团队委托的律师表示，已向平台发送律师函，正在维权，平台表示正在处理。

2.道理论证：

（1）希望所有被“碰瓷”的知名院士都能像钟南山一样，对侵害院士权益、误导公众的商家依法

说“不”。如果院士个人没有时间和精力去维权，可让其团队或助手委托律师去维权。另外，院士所在

工作单位，或者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不妨出面为院士维权，这既保护了院士个人权益，也维护了

院士群体形象。

（2）院士是科学技术方面的最高学术称号，是国家的财富、人民的骄傲、民族的光荣。其肖像被

滥用，无疑是对其权威的消解和消费，影响相当恶劣。为此，有必要发现一起、查处一起，从严从重加

以惩戒，以儆效尤。对于侵害院士肖像权的，院士有权要求商家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

道歉，并可以要求赔偿损失。对于侵害消费者权益的，消费者也可以要求商家承担法律责任，做出赔偿。

但这需要消费者主动去维权。如果受侵害的相关院士和消费者同时依法去维权，既能让商家信誉扫地，

也能使其付出相应经济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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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对策建议：

（1）消协组织可以对这类店铺和平台提起民事公益诉讼，倒逼商家改正……

（2）相关电商平台应加强对平台商家广告宣传等行为的审核把关和日常巡查……

（3）院士与消费者要依法维权，维护自己的个人权益和消费者权益……

三、出题方向

（一）你怎么看？

1.近期，有消费者在某电商平台发现，有些保健产品的宣传图用了知名院士的照片，并承诺疑

难杂症“一瓶就够”“永久性消除”“不灵全额退款”，文字浮夸刺眼，有的甚至发起“毒誓”。对此，

你怎么看？

◎审题判断——你怎么看？（热点现象类）——答题结构【点题/破题-危害-原因分析-过渡-对策-

总结结尾】

◎解题思路

第一步——点题/破题：

院士是我国科研方面的领军人物，是民族的光荣、人民的骄傲。题干中的商家滥用院士肖像为其商

品“背书”，进行虚假宣传，其影响是十分恶劣的……

第二步——危害：

其一，商家在未经允许的情况下用院士照片为自己的产品宣传，严重侵害了院士的肖像权和名誉权，

其虚假宣传也违反了广告法相关条例……

其二，这些所谓的“灵丹妙药”质量和效果得不到保证，很有可能危害消费者身体健康……

其三，这种虚假宣传利用了消费者对院士的信任和尊重，使消费者容易受到误导，以为这些产品具

有特殊的疗效和品质保证……

第三步——原因分析：

首先，院士代表着权威和专业，不良商家擅自“蹭”院士流量，为的就是借院士为产品背书，让消

费者心生信任……

其次，保健品市场监管不足，导致利用院士照片进行虚假宣传的保健品商家逍遥法外……

第四步——过渡：

院士为我国的科技事业鞠躬尽瘁，不应该成为被商家侵权、消费的对象。而平台以及监管部门把关

不力，消费者被商家误导的现状也在提醒我们，整治商家利用院士图片进行虚假宣传，我们还可以从以

下几个方面发力：

第五步——对策：

第一，市场监管部门应该加强对保健产品广告宣传的监管和商家资质审核，可以与平台合作，对利

用院士照片进行虚假宣传的商家进行严厉打击，及时惩处。同时也要建立监管长效机制，在网络销售平

台定期巡查，督促平台自查，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第二，政府要加强宣传引导，可以利用官方媒体平台发布养生知识、保健品犯罪案例分析、广告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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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法宣传等主题的推文，也可以邀请专家进社区开展健康讲座，加强对保健产品知识的普及和教育，提

高公众的健康素养，让消费者能够做出明智的选择……

第三，消费者与院士也需要积极维权。消费者在选择保健产品时，要理性看待广告宣传，不要盲目

相信夸张的疗效承诺。同时，要选择正规渠道购买产品，并查看产品的相关认证和资质。如果遇到虚假

宣传或者资质不合格的商家，要向平台积极举报，及时维权；院士们也要及时拿起法律的武器，让商家

付出相应的代价……

第六步——总结结尾：

整治保健品冒名宣传乱象，需要监管部门、政府、平台以及消费者的共同努力。我相信通过以上措

施，虚假宣传的浮夸之风可以有效得到遏制，让消费者买得放心、用得放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