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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晚报》

教化妆、代体验、防踩坑，一些靠谱的美妆博主是

不少爱美人士的心头好，也受到诸多美妆品牌的青

睐。然而，这股美妆风过早地刮向了孩子。社交媒体

平台上出现了一批打着“全网最小美妆博主”“跟着萌

娃学化妆”等噱头的少儿“网红”。

值得注意的是，背后的成年人赚得盆满钵满，表演

和观看的未成年人却可能因过早接触物欲世界而三观

迷失。此外，专家指出，引导少儿进行美妆产品代言，

并拍摄上传视频涉嫌违法。

稚嫩的脸庞 成人的模样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但当6岁的女儿提出“想要

美妆套装，化优雅熟女妆”时，山西太原市居民秦女士

十分意外。一番询问过后，秦女士发现，在幼儿园中，

少儿美妆博主颇受欢迎。小朋友争相购买少儿“网红”

推荐的美妆产品，带着口红、眼影等一起玩耍，还有的

热衷模仿，拍摄“美美的”美妆视频。

记者搜索发现，在小红书、B站、好看视频、快手等

社交媒体平台上，少儿化妆的图文视频不在少数，有的

发布在少儿美妆博主的主页上，还有的在成人博主的

主页中穿插发布。

“刚过完5岁生日，化个纯欲蜜桃妆”“精致女孩都

应该用，我都用了8瓶了”……短视频中，香甜音乐背景

下，身穿露肩装的少儿“网红”卷出成熟的发型，娴熟地

化上一层层粉底和眼影，对着镜头嘟嘴眨眼，用清脆的

娃娃音熟练介绍化妆品，引导网友购买，俨然一副出入

社交场合的大人模样。

“少儿美妆博主受捧的背后是近年来快速发展的

儿童美妆产业。”广东省化妆品学会常务副秘书长、暨

南大学生命科学技术学院教授刘忠说。有电商平台发

布数据显示，2020年国内儿童彩妆销售额同比增长了

300%。“85后”妈妈成为主动给孩子购买化妆品的主

力军。

记者在电商平台搜索“儿童化妆品”发现，产品种

类繁多，口红、腮红、眼影等一应俱全，店铺十分活跃。

直播电商从业者黄小树（化名）指出，快速发展的儿童

美妆企业有旺盛的广告需求，一个在小红书上拥有10

万粉丝的博主，每接一单广告就能获得数千元收益，可

谓获利可观。

让孩子过早化妆实在“坑”娃

对一些家长而言，为孩子拍摄短视频，小范围上传

发布，可以记录生活、锻炼孩子的口语表达。但多位业

内人士表示，多数少儿美妆博主实际上是由成年人策

划制作内容交由少儿“网红”进行表演，以“吸睛”为目

的，获取流量为商家做广告，进而赚取利益，纯粹记录

生活的博主少之又少。营造人设，打造少儿美妆博主，

不仅“坑”了自家娃，也“坑”了别家娃。

儿童易沉迷其中，滋生攀比心理

有家长观察到，为了推销产品，少儿美妆博主常说

“幼儿园小朋友都在用”“快让妈妈给你购买吧”，对儿

童激励作用明显，“一旦听到，转脸就让我购买产品”，

或者跟同学比着买。

北京志霖律师事务所副主任赵占领认为，美妆产

业细分领域众多，若将注意力投入其中，会耗费大量

精力，侵占儿童的学习、户外活动等时间。且社交媒

体具有一定的成瘾性设计，儿童过早接触美妆、“网

红”等，容易沉迷其中，还会引起同伴间的效仿，引发

攀比。

化妆品使用低龄化明显，不合格儿
童彩妆产品盛行

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皮肤美容科主任医

师丁慧说，儿童彩妆产品并不是大众类产品，它是为艺

术类、演员模特等方向的孩子设计的，供他们在特殊场

合短暂使用。

“彩妆含有大量人工合成的色素和粉剂类成分，而

且油彩的防腐成分很多，合格的儿童彩妆产品都会对

儿童皮肤造成负担，不合格的彩妆产品，可能还会给儿

童的呼吸系统等造成损伤。”丁慧说。

部分视频内容传递软色情信息和
容貌焦虑

记者观察到，一些少儿美妆博主所说所写的“心

机”“绿茶”等内容呈现成人化趋势，甚至包含“纯欲”

“斩男”等软色情词汇。“这些内容被小孩子说出来，又

被小孩子看到，影响太恶劣了。”秦女士说。

“过早地让孩子接触化妆，不会让孩子建立对

‘美’的正确认识，一些孩子的审美观会变得非常单

一，还会使其忽视对心灵、智慧上，以及自然美和多

元美的追求。”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心副主

任、中消协专家委员会专家朱巍认为，美妆风潮低龄

化也意味着物化女性、容貌焦虑等倾向过早地传递

到儿童身上。

儿童代言美妆产品涉嫌违法

受访专家和业内人士认为，儿童代言美妆产品行

为涉嫌违法，应整改下架违法内容，加强平台监管。朱

巍指出，广告法明确规定，不得利用不满10周岁的未

成年人作为广告代言人。在针对未成年人的大众传播

媒体上，不得发布医疗、药品、化妆品、美容广告以及不

利于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网络游戏广告等。有关平台

应尽快下架违法视频，整改相关板块，对存在违法行为

的家长、审查不严的平台依法追责和教育。

专家建议加强对监护人的宣传教育，改进学校美

育工作。幼儿园和学校也应重视美育，培养青少年鉴

赏美创造美的能力。

此外，还应规范儿童彩妆市场发展。2021年6月

18日，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就《儿童化妆品监督管理规

定（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专家表示，征求意见

稿对儿童化妆品的安全性评价进行了严格要求，但惩

处力度还稍显不足，监管措施仍需进一步加强。同时

规范儿童彩妆广告用语，让确有需要的儿童用上无毒

无害的美妆产品。

贩卖海马制品被查获

“大的18元一克，小的15元一克。”在温岭某杂货

铺，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海马制品明码标价，只要花

几十元就能买几条，有人拿来泡酒，当成滋补佳品。

“‘北有人参，南有海马’，传统中医认为海马干具

有较高的药用价值，因此很多沿海地区自古便有食用

海马干的习俗。”温岭市检察院检察官助理朱凯新

表示。

经过调查发现，在售的5家商户都没有经过相关部

门的批准，并且也没能拿出合法来源证明。其中4家为

药店，1家为杂货铺。

“卖海马干也犯法吗？”检察官上门时，杂货铺老板

十分不解。据他交代，这些海马是附近渔民在打捞渔

获时额外捕获的，出水即死后便带回来卖给他。新鲜

的海马可不便宜，一斤收购价格高达2000多元。

随后，相关部门对商户售卖海马制品进行了查获，

并对商家进行了处理。

合理规划海马资源

“仅仅处理个别商家，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随后，温岭市检察院向相关职能部门制发公益诉讼诉

前检察建议，要求严厉查处非法销售海马及其制品的

行为，加强执法检查。更重要的是，要及时做好野生动

物保护相关普法，让更多人了解到海马是受法律保护

的野生动物。

针对建议中重点反映的未经批准擅自经营问题，

渔业部门和市场监管部门在收到检察建议后，结合当

地民俗分析研判后发现，由于温岭市地处沿海，医药企

业对于海马及其制品的利用率相对较高，无证经营情

况相对普遍。

为尽快解决问题，让民众“放心买、放心用”，上述

两个部门主动出击，积极助力温岭市医药企业申办《水

生野生动物经营利用许可证》，成功帮助国药控股台州

有限公司、台州市温岭中医医疗中心（集团）、台州瑞人

堂药业有限公司等8家企业申办了《水生野生动物经营

利用许可证》。

今后，这些企业在收购合法养殖的海马或者有捕

捞资质船只捕获的海马后，可以正常进行销售。在保

证海马医药价值得到合法、合规的利用同时，也促进了

海马的源头保护。

让更多人参与到保护中

要将保护理念深入人心，重点人群是渔民。据了

解，渔民在海洋捕捞时，往往会把海洋生物一同拖上渔

船，这类无差别作业很容易误伤海马。此外，很多渔民

由于一直以来的习惯性认知，并不晓得海马是保护动

物，需要进行放生处理。而在利益的趋势下，渔民会将

这些捕捞上来的海马用于出售，这就导致了恶性循环。

为此，温岭渔业部门利用渔业会议、座谈等形式对

渔业从业人员开展培训，累计发放水生野生动物宣传

资料、画册220份，通过实际行动，提高从业人员对海

马及其他野生动物的保护意识。

检察官提醒，保护野生动物就是保护人类家园，也

是保护人类自己。保护野生动物，检察在行动；保护野

生动物，从我做起。

跟5岁女童学化“纯欲蜜桃妆”？
儿童美妆博主风该“刹一刹”了

海马干上摊 检察官亮剑
严厉查处涉保护动物违法行为，同时引导合法利用

本报记者 张宇洲 通讯员 陶晨

大多数人都知道，海马干是“强身健体、祛风活络”的名贵滋

补中药材。但很多人不知道，海马是我国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今年2月，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农业农村部发布公告，调整

后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正式公布，《名录》显示海马

属所有种均被列入国家二级保护动物范畴。这就意味着，非法

售卖海马和海马制品，将被追究刑事责任。

今年年初，温岭市检察院得到线索，称辖区内有商户存在违

规销售海马及其制品的行为。就此，一场围绕海马的保卫战拉

开帷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