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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假“五皇冠”网店变脸开张
业内人士称，肖安娜的转型既是被迫，也是必然
本报特派记者 仲爱梅

近日，央视《焦点访谈》报道，

上海市公安局经侦总队今年查获

了多起通过互联网销售假冒伪劣

商品的案件，售假者中不乏在淘宝

网上苦心经营多年、且已经做到了

“五皇冠”的资深卖家。肖安娜和她

的“精衣求精”就是其中之一。

上海。出事前，肖安娜的淘宝

“五皇冠”网店“精衣求精”的大本

营就位于这里。据说，“精衣求精”

最辉煌的时候，曾经有60多名工作
人员，交易数量近50万笔，而且正

在向“金冠店”的目标冲击。

然而，当记者 22 日来到这里

时，不仅“精衣求精”这个名字已经

成为历史，网店也面目全非。

21 日，记者试图登录该网店的

网址时，原来的网址显示已经无法

进入。

22 日，记者再度点击该网址，

网站已经恢复了正常，专卖一种名

为“Annamito”的原创女装。“安娜

转型做女装了？以后还卖不卖男装
了？”论坛里，几个老顾客焦急地询

问着。

“‘精衣求精’最初的确是以销
售男装起家的，当然了，也就是大

牌仿单。”宋小林说。网名“上海伟

雅”的他也是最早关注“精衣求精”

的人之一，曾长期跟踪该网店并做
了一系列相关报道。在他看来，经

历了“打假”事件之后，肖安娜的转
型既是一种被迫，也是一种必然。

“我早就说过，网店做得再大，

如果销售的是仿版、假货，早晚也
是要出问题的，迟早都要转型。”说

到这里，宋小林叹了口气，补充道：

“事实上，在我采访她的时候，她已
经说过准备创办自己的品牌了。”

遗憾的是，肖安娜并没有等

到“自动转型”这一天。2010年上

半年，上海市公安局经侦总队在

调查通过互联网销售假冒伪劣商

品案件的过程中发现，“精衣求

精”所售的14种品牌服饰，尽管都

打着“原装正品”的名号，其实都

是冒牌货。因为涉嫌销售假冒注

册商标商品罪，肖安娜被公安机

关移送起诉。

“不方便接受采访。”22日晚，

记者辗转联系到肖安娜时，几经考

虑，她还是婉言谢绝了采访。记者

了解到，在缴纳了一大笔罚款之

后，肖安娜目前已经重获自由，她

的网店也得以重新开业，但很多员

工已经流失。

在女人心论坛中，不少网店

店主围绕“淘宝肖安娜事件”展开

了讨论。

店主“ tengna911”：侵权的源

头是生产厂家，但是这些厂家一
般都不在网上开店。

长江以北最大的淘宝卖家

韩都衣舍市场部于先生：“A 货”

的质量、工艺都很好，价格低、消
费者口碑好，但对正牌厂家的破
坏性很大。一个公司塑造出一个

品牌不容易，要付出很大的努
力，才能创造出品牌价值。如果

所有的人都通过傍名牌、做“A

货”这种捷径来占领市场，就没

有人愿意踏踏实实做品牌了，长

远来看，不利于品牌的发展和市

场的保护。

韩都衣舍创始人赵迎光：打

假是大势所趋，肖安娜年初被处

理过一次，想转型做自己的品牌，

但存在侥幸心理，一直没做，被抓

是迟早的事情。

店主“面面”：不太懂侵权，像
我卖化妆品，代购都是韩国店里

买来的，然后再到网上卖，这个应

该不算侵权吧。

店主“ saliai”：淘宝现在大力

发展品牌商城，远比发展集市的

小卖家要合算和正规，而且这也
应该是个方向，让网购变得规范

和安全。

本报记者 刘红杰

网络购物

N宗罪
据省消协人士总

结，假冒伪劣、虚假宣
传、消费欺诈等成为网
络消费投诉最大的热
点。

虚假宣传。去年 6

月，泰安市消费者郑女
士看到某网站宣传和展
示的手机价廉物美，遂
通过网络花 6 0 0元订购
了该手机，货到后却发
现实物与网上样品不一
样，用了不到一个月就
出现死机现象，最后根
本无法使用，郑女士于
是联系退货，却至今未
得到答复。

消费欺诈。荣成市
消协接到本市消费者王
某投诉，称今年6月在某
网站数码商城里看到一
款笔记本电脑，价格比
市面上便宜 1500元，向
对方账号汇去4800元现
金后，对方又打电话催
促王某再往账号里汇
1 2 0 0元，王某感觉事情
蹊跷，于是询问再次汇
钱的理由，对方很不耐
烦地挂了电话。此后，王
某再也没有联系上经营
者，更没有收到任何产
品。

假冒伪劣。今年年
初，东营市消费者李女
士通过网络订购了一只
所谓“品牌女士手表”，

价格880元，手表戴到第
四天，李女士感到表带
内侧磨手腕，一检查，表
带内侧一面做工粗糙，

厚薄不均。

盗取信息。网络交
易市场门槛低，一些经
营者不以实名登记，其
身份、地址难以确定，经
营资格难以确认。消费
争议发生后，常常找不
到卖方下落。有的不法
经营者利用部分消费者
网络知识缺乏和安全防
范意识差，进行网上犯
罪或盗取用户信息。

没有票据。由于信用
制度不健全，网上出售的
商品一旦出现质量问题，

退、换、修成了难题。一些
经营者甚至不开发票，不
承担售后责任。

本报记者 李岩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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襄阳路市场

风光不再
本报特派记者 仲爱梅

上海襄阳路，曾几何时，这里与

北京秀水街一样，是全国知名的“假

货集散地”。襄阳路市场及周边地区

销售假冒涉外高知名度商标商品占

到商标侵权案件总量的近8成。

不过，如同网上售假的生存空

间正在不断被缩减，“假货”在线下

的生存环境更为艰难。仍以上海襄

阳路为例，如今再走在这条街道

上，尽管沿途各种服装小店仍有不
少，却已经看不到昔日“假货集散

地”的“风采”了：2006 年，上海市
政府为清除知识产权保护领域的

一大“顽症”，消除该区域给上海城

市形象造成负面的影响，作出了

“撤销”襄阳路市场的决定。

“现在谁还找襄阳路市场啊？

那个市场早就没了。”一位上海本

地的出租车司机一边说，一边给记

者还原了襄阳路市场当年繁华的

场景：入口处，七八个兜售“名包”

的“黄牛”，忙着向路人递上印有产
品图案的中英文名片，并一路尾随

进入市场。

襄阳路两侧很多看似普通的

居民楼，进去以后也是别有洞天，

个别居民楼甚至已完全被改造成

“商厦”，一楼卖低档仿冒品、二楼

卖中档的“A类水货”、三楼才是高
档的“顶级水货”。

资料显示，到 2006 年襄阳路

市场被撤销前，该市场日均客流5

万人次，879家商铺一年的营业收
入近5亿元，还拉动了周边餐饮、

娱乐业的消费。有个说法，在襄阳

路市场旁边，一个烤肉串的一年也
可以轻松赚上几十万。

“现在想买便宜的衣服、鞋子、

包的话，你可以去河南路市场那儿

看看，不过那儿也没有假货，顶多

就是些杂牌货。”司机师傅说。

网店经营者：“A货”对正牌厂家破坏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