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包装盒上面印着“米国
财团法人野口医学研究所”

,

看起来似乎很正规
,

实则是连
网上也查不到的野牌子。

“植物酵素”

(

上
)

和“深海
鱼油”

(

下
)

除了说明不一样
,

内
外包装几乎一样

,

价钱居然也
一样。

可疑保健品“特供”中国赴日游客
从酵素、鱼肝油到纳豆、电饭煲，都有消费陷阱

国庆期间，一位朋友从国内参加旅行
团，乘坐邮轮到日本福冈旅行，在导游撺
掇下在免税店买了两盒植物酵素，总价高
达

9.6

万日元
(

约合人民币
5000

元
)

。 导游
声称，其妻子服用该酵素后排出了多年宿
便，服用两盒的作用能持续五六年。于是，

数十名旅行团员纷纷倾囊购买。 她说，

听导游说这种酵素是在日本生产的，又在
日本销售，由不得中国游客不信。

不过，记者向东京的日本朋友咨询
时，大家都对这种酵素的高价感到不可
思议。这款酵素包装上的定价更是高达
每盒

7.8

万日元， 中国游客肯定还认为
自己占了大便宜。

其实，日语中的“酵素”就是汉语中
“酶”的意思。 “酶”不过是一种蛋白质，

对于服用后是否具有保健效果，日本国
内也有很多质疑之声。据几个日本朋友
说，在日本，服用酵素的人并不多。

况且，即使不论酵素是否真有保健
效果，与一般酵素顶多每盒三四千日元
的价格相比， 两盒

9.6

万日元的价格非
常可疑。 经过记者调查，这种酵素在东
京普通的药妆店并不见踪影，甚至在号

称“集合超过
10000

家来自日本全国各
地商店”的乐天网店上，也查不到相关
信息。生产该酵素的所谓医学研究所承
认，这款酵素是和一家免税公司合作开
发的，但是该研究所的官方网站上并没
有该商品。 可见，这款酵素只在日本人
不会前去消费的免税店有售，属于“特
供”外国游客的产品。

记者的另一名赴日旅游的朋友说，

他在日本旅游时，有导游声称日本小孩
近视率低，是因为他们从小就吃深海鱼
肝油。 听到这种说法，那位朋友也买了
不少，价格也着实不菲。

而实际上，随着游戏机、手机的普
及，日本未成年人的近视率并不低。 根
据日本文部科学省今年

3

月
27

日公布
的数据，

2014

年， 日本视力低于
1.0

的
学生在幼儿园的比例为

26.53%

， 小学
为

30.16%

， 初中为
53.04%

， 高中为
62.89%

。 一些在日华人说，即使日本小
学生看上去比中国小学生近视少，也是
因为日本学生的课外活动多， 作业少，

绝非吃鱼肝油的功劳。

一名
56

岁的日本人说， 鱼肝油已

经是他父母那一代的东西了。 战后初
期，日本人缺乏营养，还有人吃鱼肝油。

而现在，很少看到吃鱼肝油的日本人。

一名华人媒体人士指出，日本市面
的深海鱼油产品价格并不贵，服用一个
月的量， 大约只需要

2000

日元。 在日
本，并没有“深海鱼油治疗近视”的说
法，所谓“日本未成年人因服用深海鱼
油而少得近视”，纯属无稽之谈。

他揭露，一款很受中国游客喜欢的
所谓“日本制造的深海鱼油”，其实很可
能产自澳大利亚， 然后在日本分包一
下，再高价卖给中国人。 他打开了这家
主要营销深海鱼油的公司的网站，发现
相关介绍中根本没有制造这一环节，也
没有讲清楚产品的来路。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酵素、深海鱼肝
油等所谓具有神奇功效的保健品， 在日
本都是食品范畴。 根据日本法律，厂家只
能标出其含有的成分， 但绝不能明示或
暗示有治疗效果。 既然属于食品类，便没
有什么国家标准， 其中的有效成分到底
含有多少，严格地说也没有第三者监督，

完全属于民不告官不究之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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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商家开淘宝店宰中国人
价格翻 6倍卖给中国人

根据日本观光厅公布的数据，

2014

年来日的中国游客达到
240

万
人，旅游消费额

5583

亿日元，是前年
的

2

倍以上， 占访日外国游客消费的
四分之一以上，从国别来看高居榜首。

为此，除了被在日同胞忽悠外，也没少
给日本店家送钱。

比如，电饭锅、马桶盖仅仅改为适
用中国国内

220

伏的电源，立刻价格飞
涨，甚至高达近

1

倍。 而不少日本人对
于“锅好米饭就好吃”的说法嗤之以鼻，

认为大米的质量更关键。

看准了中国人的钱包，还有不少
日本人到淘宝网站开设网店，向中国
人销售日本产品。 今年

6

月
25

日，

《富士晚报》网络版甚至登出了《如何

向中国人高价销售日本产品的方法》

一文，号召通过网络向购买欲望旺盛
的中国人出售日本产品，不只是面对
访日中国游客，还要以大海对面的

13

亿中国人为对象。

对于有购买欲望的中国人，普通日
本人也能高价销售产品赚钱，这就是通
过网店转卖。报道还传授了如何在淘宝
网开店、如何将产品以高价格卖给中国
人的诀窍。

熟悉中国网店情况的日本人士指
出，在世界最大的购物网站淘宝网，大量
日本产品， 包括日本品牌的化妆品、眼
药、婴儿车等儿童用品，都是以将近

2

倍
的价格交易，有的甚至达到

6

倍，有日本
人两年赚了

600

万日元。 例如，

2.4

万日

元的“救心丸”卖到
4

万日元，

26

万日元
的高级钓竿卖到

150

万日元，

3

万日元的
本间高尔夫球杆卖到

15

万日元，

8.4

万
日元的高级茶壶卖到

16.4

万日元，

100

万日元的高级钢笔卖到
135

万日元。

由于中国留学生代买近来被视为
“资格外行为”而受到禁止，给能够合法
代买的日本人提供了商机。很多日本店
主不会中文，网店上写的都是通过网络
翻译的半生不熟的日语和中文，反而更
让中国人相信是日本人开的店。从出品
到结账还可以雇人代理，所以非常容易
交易。 由于通关货物巨大，往往不会被
查出交税，而且即使被中国海关要求交
税，也是中国买家去交，日本卖家丝毫
无损。

(

据新华网
)

赴日消费陷阱多

谁在忽悠中国客？

编者按
:

国家旅游局的数
据显示，我国出境游人数和购
买力已连续

3

年居世界第一，

预计
2015

年中国内地公民出
境消费支出将超过

1

万亿元
人民币。在国内习惯于省吃俭
用的中国人，为何热衷于在境
外“爆买”以致上当受骗？中国
真的连高质量的马桶盖、电饭
煲也生产不出来？如何让境外
消费的巨量购买力“回流”，助
力拉动内需？

“双十一”就在眼前，商家
早就开始了广告轰炸，很多人
也跃跃欲试准备“血拼”。但这
个时间节点，也很容易勾起一
些人的不愉快购物消费记忆。

忽悠中国人的大多是华人
有华人导游 1年赚到一栋独门独院小楼，留学生一个月赚 100万日元

令人遗憾的是，一些在日华人介绍
说，那些由于“推销”有方而获得暴利的
导游，几乎都是在日华人。 在国内很多
网站上，都能看到关于在日华人利用语
言优势忽悠同胞的吐槽帖。记者的一位
朋友说，只有到那些也有日本人购物且
提供免税待遇的商店购物，才不吃亏。

她说，导游赚不赚钱，取决于嘴是
否会说。 她听某旅游协会的人说，有的
华人导游特别会搞公关，不仅自费给游
客买水喝， 还给游客买当地的小特产，

为的是获得同胞的好感，便于大肆推销
保健品。有的导游在福冈，

1

年赚出了一
栋独门独院小楼的钱；有的导游根本不
要工资，只要求回扣分成；在东京的留
学生，甚至每月也能赚

100

万日元
(

约合

人民币
5.2

万
)

， 有的人随便租个车，就
拉着中国游客到处跑。

一名租车公司的华人司机向记者透
露， 导游领着游客购买保健品可获得
50%

回扣，购买电器可获得
10%

回扣。 虽
然他未说详情， 但是从中可以管窥到旅
行社和导游的暴利， 而这些暴利就是从
中国游客身上赚取的。 很多中国游客“被
卖了还替人数钱”，不知道自己被黑了。

中国游客在日本被忽悠的现象，甚
至连日本媒体都看不下去了。 近几年，

日本
NHK

等电视台还专门制作了节
目，揭露中国游客在日本哪些环节容易
被骗。不过，由于语言壁垒，普通中国游
客往往看不到这些报道。

上述华人媒体人士指出， 在外旅

游，不上当很难。 即使是繁华区的免税
店，或一些百货店的免税柜台，看似便
宜，但也只能蒙骗两眼一抹黑的外国游
客。 因为免税店的东西并不便宜，比当
地人日常要去的商店要贵，有些还贵不
少。 鉴别的方法也并不难，如果一家店
没有日本人同时在消费，中国游客最好
别去。

他还提醒，避免购物陷阱，第一是
不要参加低价团；第二不要买导游推荐
的商品和旅游项目，尤其是不要在大巴
上和没有日本人购物的商店买东西；第
三，日本任何地方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发
生小费，所以有导游代收小费应该拒绝；

第四，其他导游临时收取的费用都比较
蹊跷

(

包括门票或餐费等
)

，要多个心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