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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斤水果竟能称出4.2斤，500克的砝码称出750克……
3·15临近，“新华视点”记者走访发现，一种能够随意调节物
品重量的电子秤频现市场。所谓“鬼秤”还形成了一条改装、
销售的地下产业链。

水果店、早市、海鲜市场发现“鬼秤”

日前，记者来到山西省肿瘤医院附近的一家水果店，买了
香蕉和火龙果。经水果店主称重，香蕉为 4斤 2两，收费 16.5
元；火龙果为4斤1两，收费32元。

随后，记者对刚刚购买的香蕉和火龙果进行复秤。发现
4斤2两的香蕉实际重量只有3斤7两，商家少给了5两；4斤1
两的火龙果实际重量只有3斤6两，商家也少给了5两。

一些早市和路边的流动摊点是“鬼秤”的集中藏身处。记
者在清晨 7点来到位于太原市体育路的一处露天早市，随机
挑选一家卖鱼的摊位，购买了一条鲈鱼。这里售卖的鲈鱼每
斤16元，记者购买的鲈鱼商家报价为22.8元。

报完价格后，摊主顺势把鱼扔到身后的宰杀案板上。记
者提出先不杀鱼，要将鱼直接装袋带走。摊主把刚刚称过的
鱼又主动称了一遍。再次称重后，显示的价格为20.3元，同一
条鱼在同一台秤上，半分钟内，称出了两个不同的重量。

“刮鱼鳞、开膛破肚之后，就死无对证，没法复秤了。”市民景
女士说，消费者根本反应不过来，“多付的钱就当是加工费了”。

在海鲜市场也能发现“鬼秤”。记者来到太原市万吉海鲜
副食品市场，在“双得水产”挑选了一条鱼。当店主完成称重并
给出售价后，记者提出不要杀鱼，这时店主主动重新上秤，复秤
后重量从1.7斤下降到了1.5斤，价格也从24元下降到21.5元。

在这个市场的另一家摊位“裕发水产”，也存在使用“鬼
秤”的情况。500克的砝码可以称出600克，甚至750克。看着

“鬼秤”被揭穿，摊主将“鬼秤”摔到地上，“秤坏了，不能用了”。

小作坊改装 “鬼秤”模式瞬间切换

据了解，当前市面上流通的“鬼秤”，内置作弊芯片后能在
“标准”和“鬼秤”模式间瞬间切换。

记者在太原蓝海农贸市场的一家经销商店购买到了一台
“鬼秤”。

店主把记者带到店铺后面的货柜前。“能调模式的专门写
着‘坏'字。”记者看到一个电子秤包装盒外壳上，果然有一个用圆珠笔手写的“坏”字。

“密码是‘456去皮’，每次开机后就先按密码。”店主把电子秤搬到店门口的过
道上，蹲在地上给记者演示，按4个密码键就能进入“鬼秤”模式。

店主从货柜上拿出一桶未拆封的洗洁精放在秤上，洗洁精桶身标注“1千克”，液
晶屏显示1120克，“多出来的120克应该是塑料壶子的重量”，店主边操作边介绍。

店主分别按下“M1、M2、M3、计数、电压、动态”等几个按键，同一桶洗洁精居然
分别显示出“1175、1230、1285、1345、1400、1455”几个称重数值，最大增重335克。

“想增重多少随便调，这款秤卖得可好了。”店主随后按“找钱+储存”两个按钮，
“鬼秤”一秒钟就恢复到标准秤模式。

根据包装盒上的标识，记者联系到了这款秤的生产商。生产商表示，经常接到
类似举报，公司从事正规业务，“鬼秤”可能是在下游某个环节被改造的。

记者又联系到了这款秤的山西区域经销商赵老板，他说生产厂家不生产“鬼
秤”，都是由私人作坊改造的。如有需求他可以帮助买到“鬼秤”，什么品牌都能改
造，少量可以随时供货，大量订货需提前一周。

山西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计量处副处长刘刚介绍，山西在2023年6月至8月曾开
展缺斤少两专项整治行动，执法发现，“鬼秤”多是小厂买回正规秤后，先改装再销售。

斩断黑色产业链 加大处罚力度

缺斤少两属于违法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第十六条明确规定，使用计
量器具不得破坏其准确度，损害国家和消费者的利益。第二十七条规定，制造、销
售、使用以欺骗消费者为目的的计量器具的，没收计量器具和违法所得，处以罚款；
情节严重的，并对个人或者单位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消费者杜女士说，“鬼秤”扰乱正常交易，引发商户们相互效仿，严重影响消费
者权益。

多位专家表示，小小一杆秤，一头连着商家的诚信，一头连着消费者的权益。
市场监管部门应持续深入推进电子秤综合整治专项行动，查处缺斤少两、计量作弊
或蓄意破坏计量器具准确度等违法行为。

山西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执法稽查处相关负责人表示，“鬼秤”的源头线索通常
会以发函的形式告知相关外地监管部门，建议进行查处，但大部分没有回函。建议
畅通跨省案件的联合执法和信息互通机制，斩断黑色产业链。

业内人士表示，使用“鬼秤”欺骗消费者，顶格处罚为2000元，对售卖
高端海鲜水产、高端水果等商家而言，处罚力度相对偏弱，建议加大处罚
力度。

山西大学社会学教授邢媛提醒，消费者一旦发现缺斤少两，可注意保
存消费凭证，及时向监管部门反映问题，维护自身权益。

（新华社记者 赵阳 柴婷 李子怡）

在加油站加油，加油机每次少加
2%，消费者浑然不觉……“新华视点”
记者近期在全国多地采访发现，一些加
油站经营人员通过非法安装加油机计
控主板，让加油机既可“偷油”又可偷
税，严重侵害了消费者利益和国家税收
权益。

据了解，市场监管部门综合治理加
油机“偷油”作弊，2023年查处加油机
作弊违法案件 829件，涉案金额 10.87
亿元，移送司法机关42件。

加油机作弊有产业链

在重庆市某区县加油站内，记者随
执法人员看到，3台加油机内部各加装
了一棕一白2根电线。进入加油站“网
络监控系统（模式1）”，点击键盘“Ctrl+
Shift+G”后，弹出“设置”界面，通过在
此界面设置不同参数，加油机可“偷油”
10%甚至20%。

“我们在查处案件时发现，一批流
动性很强的‘背包客’（非法技术人员）
主动上门，帮加油站非法改装加油机。
这些‘背包客’按一把加油枪 2000元至
5000元不等的价格，将加油枪对应的
原计控主板改装为具有‘偷油’功能的
作弊主板。”重庆市市场监管综合行政
执法总队产品质量支队副支队长黄剑
说，这些“背包客”往往选择市场占有率
比较高的老品牌加油机进行技术破解，
以向更多加油站推销他们的作弊产品。

重庆市某区县涉案加油站负责
人说，2022 年 4 月，在“背包客”推荐
下，他花费 2万元更换了加油机计控
主板配件，通过后台电脑操控，可以
一键“偷油”；截至 2023 年 8 月案发
时，不当获利 60余万元。

2023年3月，根据公安部门提供的
线索，浙江省江山市市场监管部门检查
一家问题加油站时，发现该加油站5台
加油机安装了既可“偷油”又可偷税的
作弊计控主板。

“经调查，作弊加油机加油时，可以
‘偷油’2%，远超国家计量规定的加油
机最大允许误差±3‰的要求；涉案的
加油机还隐藏了 11.14万升的销售数
据，涉嫌偷漏税 90余万元。”江山市市
场监管部门工作人员说。

加油机“偷油”偷税，离不开一些
厂家或技术人员的支持。2023 年 3
月，黑龙江大庆公安机关在联合执法检查中
发现，辖区内某加油站移动加油车存在“偷
油”功能。经查，涉案作弊移动加油机系南
方某公司生产；该公司在生产移动车载加油
机过程中，勾连技术人员实现遥控加油机达
到“缺斤少两”功能。自 2017年以来，该公司
累计向全国多地销售此类作弊加油机 4万余
台，涉及 20余个省份。

案发后，公安部门抓获加油机经销商、加
油机使用人员，以及问题加油机生产公
司财务、技术、销售等关键环节犯罪嫌
疑人26人，成功打掉一家作弊移动加油
机生产厂商，扣押作弊移动加油机主板
2000余个。

问题加油机一键作弊监管难

根据加油站计量监督管理办法，加
油机使用过程中，必须接受法定计量检
定机构一年两次的强制检定。同时，根
据国家计量检定相关规程，2006年 9月
8日以后生产的加油机必须加装防作弊
装置（自动锁机功能）。有这些监管措
施，加油机为何还能“偷油”？

业内人士表示，问题加油机能顺利
“偷油”，有的是物理铅封被人为破坏，
市场监管部门无法及时发现；有的是部
分问题加油机原装软件程序有猫腻，但

肉眼难以辨别。加上问题加油机具有
一键作弊、一键复位或断电清零功能，
执法人员面临违法行为发现难、取证难
和固证难困境。

“另外，安装了作弊软件的加油
机，还可通过清除偏差历史数据方式，
实现正常加油，让加油机自锁功能失
效。”河南致和司法鉴定中心相关技术
负责人说。

一些税务干部表示，加油机通过更
换具有税务作弊功能的计控主板，可以
实现偷税目的。在浙江省德清县，当地
一问题加油站通过更换加油机计控主
板，隐藏员工加油卡数据，涉及偷漏税
营业额达800余万元。

四川省盐亭县人民检察院去年办
理了一起加油机“偷油”漏税案件。相
关负责人分析，市场监管部门、税务部
门分别对加油机计量和税控进行监管，
未形成出油总量、加油计量、报税量三
方数据监管闭环，导致问题加油机处于
监管盲区。

浙江工商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章安
邦表示，通过改变加油机信息系统功能

“偷油”偷税的，如果达到一定情形，可
以构成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诈骗罪
和逃税罪。

加大打击力度让群众不“油”虑

为让群众不“油”虑，国家税收不流
失，2023年 7月，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
局、国家税务总局、公安部、商务部等四
部门联合印发《综合治理加油机作弊专
项行动方案》，决定从 2023 年 8 月至
2024年 7月开展综合治理加油机作弊
专项行动。

根据该方案，国家有关部门将聚焦
更换计控主板、篡改微处理器代码等突
出问题，全面加强加油机监控微处理器
等关键零部件监管和加油机型式批准、
计量检定、安装、维修等环节监管，斩断
加油机作弊黑色产业链；并加强加油机
作弊甄别鉴定技术研发应用，从根本上
遏制计量作弊、偷逃税等违法行为。

针对问题加油机作弊行为发现难
等问题，浙江、重庆等地市场监管部门
工作人员建议，加快建立以电子铅封、
远程监控、数据联动为主要内容的燃油
加油机智慧监管平台建设，特别是将加
油站储油罐进出油量、加油计量、报税

量纳入实时监管和数据共享范畴，通过大数据
比对碰撞，让问题加油机无处遁形。

此外，根据计量法实施细则，使用不合格
计量器具或者破坏计量器具准确度和伪造数
据，给国家和消费者造成损失的，责令其赔偿
损失，没收计量器具和全部违法所得，可并处
2000 元以下的罚款。多位业内人士认为，
2000元罚款难以形成有效震慑，建议提高处罚
额度。 （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

本报讯（记者 刘强）3月 13日，省
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我省
消费环境建设情况。

2023年，省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联
席会议各成员单位立足职能职责，强化
协作配合，全省消费环境持续稳定向好。

在全力保障投诉举报渠道畅通方
面，省市场监管局通过 12315 热线电
话、网络平台，“7×24小时”为公众提供
投诉举报受理及业务咨询服务，全年受
理投诉举报咨询 111万件，为消费者挽
回经济损失 6449万元。省人社厅在官
网公布全省劳动保障监察投诉举报电
话、办公地址、投诉举报联动平台链接，
受理投诉 5122件，查处侵害劳动者合
法权益案件 2203起。省生态环境厅共
受理环境投诉举报 8223件，督促各市
立案查处 3000多起。省交通厅建立面
向社会提供信息咨询、接受投诉举报及
意见建议的一站式综合信息和监督服
务平台，全年服务公众 317万人次。省
邮政管理局完善邮政快递业消费者申
诉工作体系，强化邮政快递业消费者申
诉处理工作，处理申诉 7.51万件，为消
费者挽回经济损失 664.92万元。中国
人民银行陕西省分行持续打造 12363
金融消费者投诉咨询电话“暖心热线”，
接听来电 2.99万通。国家金融监督管
理总局陕西监管局畅通投诉主渠道，加

强日常话务管理，便捷群众投诉，接听
消费者来电13.18万通。省消保委加强
源头诉求治理，打通消费维权的痛点堵
点，受理投诉 1.28万件，为消费者挽回
经济损失1081万元。

在严厉打击各类违法违规行为方
面，省市场监管局开展民生领域案件查
办“铁拳”行动，查办各类案件1.5万件，
涉案金额 2576 万元。省公安厅开展

“昆仑2023”专项行动，侦办食品、药品、
侵权假冒领域犯罪案件 713起，涉案价
值7.4亿元。省农业农村厅严厉打击制
售假劣农资坑农害农违法行为，查处各
类违法案件 272起，为群众挽回经济损
失287.7万元。省广播电视局开展食品
广告专项整治“清朗行动”，强化重点领
域广告监管，全年下达广告违规整改通
知书23份，处理违规广告465条次。省
药监局查办各类药品、化妆品、医疗器
械案件 1859 件，涉案货值合计 828.55
万元。

为扎实开展放心消费环境创建工
作，我省进一步提升创建工作规范化水
平，推动重点行业开展放心消费环境创
建。截至 2023年底，全省各级放心消
费示范单位有 2.7万余家，较 2022年底
新增 1754家。今年，我省将全力打造

“放心消费在三秦”品牌，持续优化全省
消费环境。

2023年陕西消费环境
持续稳定向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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