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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事件：俄罗斯商品馆“伪俄货”泛滥

一、热点概述

1 月 8 日，上海通报“俄罗斯商品馆”被立案调查一事冲上热搜，该事件缘于近期国内多地涌现的

所谓俄货店，被曝光销售国产或三无产品冒充正宗俄货，引发舆论广泛质疑。

截至目前，上海全市范围内共排查发现 47 家“俄罗斯商品馆”类店铺，市场监管部门重点对关注

度比较高的经营主体资质、店招标语宣传、商品来源产地等问题进行了检查。另外，有个别店铺宣传为

“国家馆”，使消费者误以为具有官方背景；个别店铺俄罗斯进口商品数量占比过低，也自称为“俄罗

斯商品馆”，误导性较强。对此，市场监管部门也已立案调查，而对个别无证无照经营、未备案经营者

已责令停业。

上海市市场监管部门表示将持续关注此类店铺的经营情况，加大监管和执法的力度，指导商家规范

诚信经营，维护良好市场秩序。

二、答题素材

1.事实（举例）论证：

（1）数据显示，国内现存俄罗斯商品相关企业 3532 家，近两年相关企业持续增长，2024 年截至

12 月 18 日，累计注册 841 家，已超 2023 年全年注册量。此外，俄罗斯商品相关企业的地域分布聚集性

较强，大多聚集在北方地区，且超八成企业分布在黑龙江省，其中牡丹江市今年累计注册超 500 家。

（2）据报道，目前由俄罗斯农业部、俄罗斯出口发展中心官方认定授权的俄罗斯国家馆在全国范

围内仅有 4 家。

（3）一些俄罗斯特产店中明确作出“严选产品”“源头直供”等宣传，但实际上，奶粉的产地在黑

龙江齐齐哈尔市、俄式纯猪肉肠的产地在黑龙江牡丹江市、水果燕麦的产地也在黑龙江牡丹江市……“遍

地开花的俄罗斯商品馆都是东北制造”由此引发热议。

（4）在过去十年，中俄之间的贸易增长了将近 3倍，2024 年预计超过 2400 亿美元。其中，俄国向

中国出口的大宗，主要是能源和其他原材料。最近，俄罗斯农产品出口中国持续增长，特别是奶制品、

火鸡肉和蜂蜜。但这些品种，根本撑不起一个超市所需要的货物品种。而中国出口到俄罗斯的商品，则

包含俄罗斯人全部衣食住行之所需，丰富程度让人眼花缭乱，可以说，若不从中国进口商品，则俄罗斯

人的日常生活将大受影响。

2.道理论证：

（1）不需查阅资料，即便是口耳相传，一般人也应该知道，不仅过去的苏联轻工业不行，今天的

俄罗斯，轻工业依旧不发达。

（2）“俄罗斯”商品馆玩的是骗术，而这个骗术的背后，是“价值观”营销的套路——不问真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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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问立场，真假服从于立场。

3.原因分析：

（1）消费降级趋势下，“硬核俄货”满足大众消费期待。俄罗斯向来具有“战斗民族”“硬核”等

标签，其商品也偶尔被视为“硬核通货”，以相对低廉的价格和较高的性价比在市场中崭露头角，赢得

了一定的口碑。在消费者愈发注重性价比，追求消费降级的浪潮中，俄货的鲜明标签精准地戳中了大众

的需求痛点。

（2）“中俄友谊”加成下，爱国主义为主导的“情绪营销”，精准定位特定受众。消费决策本应是

多方因素的综合考量，但在近年来“中俄友谊无上限”等宣传下，支持俄货成为一种“类政治正确”，

受到爱国人士的欢迎。

4.对策建议：

（1）消费者不能仅仅被低价和华丽的外表所吸引，而应该擦亮双眼，仔细辨别商品的真伪和质量。

只有提高自身的消费意识和维权能力，才能在商业的海洋中畅游无阻，避免被不良商家所欺骗。

（2）商家应该深刻地认识到，商业的底线不容触碰，诚信经营才是企业立足之本。

（3）市场监管部门加强执法及巡查，要让此类店铺做好索证索票，确保商品来源合法正规；不同

产地商品的分区摆放，确保标识显著消费者可辨别。

三、出题方向

（一）你怎么看？

1.近期，上海市场监管微信公众号发布消息，在对俄罗斯商品馆进行集中排查整治中，对宣传

为“国家馆”、使消费者误以为具有官方背景，以及俄罗斯进口商品数量占比过低、也自称为“俄

罗斯商品馆”、误导性较强的店铺立案调查。经过媒体与网友披露及监管部门介入，上海市市场监

督局排查 47 家店铺并责令部分违规店铺停业整改。对此，谈谈你的看法。

◎审题判断——你怎么看？（政府行为类）——答题结构【点题/破题表态-意义-担忧-过渡-完善

对策-总结结尾】

◎解题思路

第一步——点题/破题表态：

考生开始答题。“俄罗斯”商品馆虚假宣传，“挂羊头卖狗肉”，这严重损害了消费者权益，不利于

市场的健康发展。上海市相关部门迅速介入调查整治乱象，这体现了政府的担当作为，值得我们肯定并

学习……

第二步——意义：

一方面，上海市市场监管部门持续关注此类店铺的经营情况，加大监管和执法的力度，指导商家规

范诚信经营，这维护了良好的市场秩序……

另一方面，优质便宜的俄罗斯商品广受中国消费者欢迎，是中俄民间友谊的生动体现，绝不能被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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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商家拿来当作噱头。此次上海“该出手时就出手”，也给存在侥幸心理的商家敲响了警钟：那些打造

“正宗俄式”印象、“钻空子”误导消费者的行为，已经行不通了……

第三步——担忧：

但是，当前舆论场中存在的针对“爱国小粉红”“智商税”“洗钱”等涉政维稳言论炒作更应引起警

惕。在国际局势风起云涌的当下，其一是随着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国家间经济壁垒本就呈现出持续增

长的态势。其二是在信息传播高度发达的今天，国家之间的舆论流通速度空前加快，民间外交越来越受

到重视。若涉俄商品负面舆论倒灌至国际舆论场，或许会损害民间层面上的国际友情或滋生更多的涉政

风险……

第四步——过渡：

为让此次“俄罗斯”商品馆事件得到更好地解决，考生认为需要做好以下几点：

第五步——完善对策：

第一，市场监管部门加强执法及巡查，完善相关领域立法，预防此类案件的再次发生。同时，其他

各地都应该积极行动起来，关注此类店铺的经营情况，一旦发现涉及虚假宣传、无证经营等违法违规问

题，要采取严厉执法措施，提高欺诈消费者的违法代价……

第二，面对真假难辨的俄罗斯商品，消费者要擦亮眼睛、审慎选择，提高自身的消费意识和维权能

力……

第三，关注网络舆情，相关部门如网信办做好引导及不良言论的清理工作，警惕舆论炒作滋生涉政

风险……

第六步——总结结尾：

在这个充满诱惑与挑战的商业化时代，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坚守自己的底线，无论是商家还是消费

者。让我们以“俄罗斯”商品馆的事件为鉴，共同营造出一个诚信、健康、和谐的商业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