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媒：美国政府正悄然转变对乌战为什么找不到鸭脖娱乐APP了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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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某店家的买家秀中，不少网友秀出了孩子涂抹口红、眼影等的照片，部分照片主角看起来是四五岁的学龄前儿童，孩子稚嫩的脸庞因腮红而显得过于红润，眼睛因粉色眼影显得有些肿胀，小嘴涂了大红色口红


　　● 搜索“儿童彩妆”“儿童化妆品”看到的结果显示，部分向儿童售卖且被儿童使用的化妆品实际上是成人化妆品，系“伪”儿童化妆品。在有的学校附近，学生在小卖部只需十几元就可以买到带有亮片的眼影、几十元可以买到口红等产品，这些产品均未有儿童化妆品标志


　　● 根据未成年人保护法的规定以及《儿童化妆品监督管理规定》的规定，儿童化妆品均需要注明“注意事项”“特殊标志”，否则不得售卖。商家将非儿童化妆品向儿童售卖，显然无法注明“儿童化妆品标志”，所以属于违法行为


　　● 在销售环节，要加强对电子商务平台以及零售商家销售经营资质的审查，对没有化妆品经营资质却利用儿童玩具包装销售儿童化妆品的，应认定为“超出经营范围”并进行处罚；若以普通化妆品冒充儿童化妆品，则按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进行处罚。	





　　“玩具店里怎么在卖儿童眼影？化妆品成了儿童可以随意买到使用的‘玩具’？”这是北京市朝阳区居民李青(化名)今年过年时的疑惑。


　　记者近日调查发现，不少儿童在使用儿童化妆品，但一些儿童化妆品却在玩具店里销售，甚至出现在学校周边的小卖部中，其中一些声称给儿童使用的化妆品并无儿童化妆品标志，且未写明、提醒未成年人需在成人监护下使用。


　　实际上，为了规范儿童化妆品生产经营活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组织发布了《儿童化妆品监督管理规定》。《法治日报》记者进行了调查。


　　玩具店售卖儿童彩妆


　　没有儿童化妆品标志


　　李青今年回老家过年时带了一些面膜、口红、眼影、粉底液等化妆品自用，结果被11岁的妹妹看到了，天天吵着“想要化妆”。经细问得知，上小学五年级的妹妹班上有不少女生化过妆，至少拍过好看的艺术照，有的还带了淡粉色的润唇膏到学校。


　　“妹妹羡慕同学的‘精致’，一定要我教她化淡妆的方法。”李青说。


　　考虑到妹妹年龄太小、皮肤娇嫩，李青担心她偷用自己的化妆品导致皮肤过敏，决定主动给妹妹买儿童化妆品使用。然而，当李青在购物平台搜索框里输入“儿童化妆品”“儿童眼影”“儿童口红”后发现，不少儿童化妆品的售卖商家是玩具店。


　　经过犹豫之后，李青还是下单给妹妹买了一些看起来质量挺好的儿童化妆品，但收到货发现，部分亮片眼影并没有儿童化妆品标志。


　　山东济南市民宗婧(化名)也在购物平台的玩具店里给上幼儿园的小女儿买了些儿童化妆品。


　　宗婧告诉记者，女儿特别喜欢拿着眼影、口红等彩妆朝脸上涂抹。


　　小女孩说话还不利索，在被记者问及为什么喜欢化妆时，她满脸笑容、怯生生地点头说：“喜欢，化妆可以让我开心。”


　　宗婧坦承，她并不了解所购买的儿童化妆品的成分，只是看到店铺声称这是儿童可以使用的化妆品，“但这些店铺并不专营儿童化妆品”。


　　记者打开宗婧所给的儿童化妆品购物链接后发现，这是一个玩具专营店，链接名称处标注“3岁至6岁小女孩的玩具”。


　　记者调查发现，在电商平台上，确实有不少销量很高的儿童化妆品套装在玩具店售卖，如“××宝贝高端玩具”，玩具类型为“过家家”，商品名称为“儿童化妆品玩具套装××”。


　　在某店家的买家秀中，不少网友秀出了孩子涂抹口红、眼影等的照片，部分照片主角看起来是四五岁的学龄前儿童，孩子稚嫩的脸庞因腮红而显得过于红润，眼睛因粉色眼影看起来有些肿胀，小嘴涂了大红色口红。


　　该店铺所售化妆品并未提醒儿童在成人监护下使用。在评论区中，有网友问“有小金盾(儿童化妆品标志)吗”，个别买家回答说“没有”，更多买家的回答是反问“小金盾是什么”，还有买家称使用后有一点副作用，“涂了眼影或者腮红，孩子有一点痒痒”。


　　根据2022年1月1日起实施的《儿童化妆品监督管理规定》，儿童化妆品，是指适用于年龄在12岁以下(含12岁)儿童，具有清洁、保湿、爽身、防晒等功效的化妆品。标识“适用于全人群全家使用”等词语或者利用商标、图案、谐音、字母、汉语拼音、数字、符号、包装形式等暗示产品使用人群包含儿童的产品，按照儿童化妆品管理。


　　同时，我国鼓励化妆品经营者分区陈列儿童化妆品，在销售区域公示儿童化妆品标志。对于电子商务平台内儿童化妆品经营者以及通过自建网站、其他网络服务经营儿童化妆品的电子商务经营者，则应当全面、真实、准确披露与化妆品注册或者称“一套即可！多场景适用。经权威检测，可安心购买。植物彩妆，妈妈更安心”。


　　记者问卖家：“这是儿童化妆品吗？”客服回复说：“隔离霜、粉底液、腮红、卸妆水、面霜、口红、定妆散粉这几个主要产品有‘小金盾’标识，其他的暂时还没有申请下来。产品安全温和，可以放心选购。”


　　因未提及眼影、眼线笔、睫毛膏等产品，记者向客服确认这几款产品是否属于儿童化妆品，客服称“暂时没有‘小金盾’标志”，但“小孩可以用，挺温和、好用，顾客反馈都不错”。


　　某连锁大牌线上护肤美妆店售卖一款“儿童舞台妆表演化妆套盒，眼影腮红粉饼一体无毒彩妆”。记者咨询客服：“这款属于儿童化妆品吗？”客服回答：“不属于儿童化妆品，没有‘小金盾’标志。”记者问少儿舞蹈班表演节目是否可以使用？客服称：“可以使用，上妆不会颜色淡，效果很好”。


　　记者看到，这款化妆品在一周内有超过200人购买，超过900人加购。评论区有290多条评论，绝大多数是好评：“买来给孩子表演用的，东西很全”“化妆工具是全套，眼影、粉底、腮红、散粉、化妆刷、粉扑全都有”“我家丫头太喜欢了”。


　　记者还走访了北京市朝阳区、西城区多家大型商超和护肤品彩妆店，发现大部分商家并未将儿童彩妆和成人彩妆作区分。


　　在一家成人彩妆连锁店，记者称要给上小学的表妹购买儿童彩妆，店员称没有专门的儿童彩妆，但“可以帮忙配个套盒”。记者问有没有副作用，店员称“选敏感肌肤可以使用的、温和一些的，很多孩子演出都买我们家的彩妆，用起来没有区别”。


　　记者在一家便利店购买了一款价格20元名为“儿童演出亮片眼妆”的彩色眼影，反复询问商家该商品是否专门供儿童化妆使用，对方称“是”。记者付款后拆开商品包装，发现该商品并不属于儿童化妆品，甚至未写生产许可证号，制造厂家经营范围并不包括儿童化妆品。


　　记者还发现，部分地区中小学附近也有商家售卖化妆品，而且商家将成人化妆品销售给儿童。


　　在山东某地一小学附近的小卖部中，学生只需十几元就可以买到带有亮片的眼影、几十元可以买到口红等产品，这些产品均未有儿童化妆品标志，商家介绍说销量挺好，“浅色口红卖得不错，还有带颜色的润唇膏，上课涂了不会被老师发现”。


　　在某短视频平台上，有博主进行“小学门口文具店化妆品测评”。博主在一所小学门口购买了小花粉底液、彩妆修容笔、化妆品全家桶(眉笔、眼线笔、眼影、腮红等)，在尝试小花粉底液后，她感叹道“天呐，淡淡奶油肌，这也太丝滑了，连痘印等都能遮个七七八八，这个才19.9元”“蜜桃色眼影盘、大地色眼影盘、双色腮红，还有两根眉笔和眼线笔，居然还有刷子”。


　　学校周边可以售卖非儿童化妆品的口红、眼影吗？


　　在姚金菊看来，商家不得向儿童销售非儿童化妆品。根据未成年人保护法以及《儿童化妆品为什么找不到鸭脖娱乐APP了监督管理规定》的规定，儿童化妆品均需要注明“注意事项”“特殊标志”，否则不得售卖。商家将非儿童化妆品向儿童售卖，显然无法注明“儿童化妆品标志”，属于违法行为。


　　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教授张步峰认为，如果此类产品是儿童玩具，即按照玩具标准生产出来的“口红玩具”“腮红玩具”等产品，不作为化妆品管理，相关部门应根据产品质量法的有关规定、依据相关标准对玩具材料的相关元素含量进行检测。同时，应当查明经营者是否具备经营化妆品的资质，如果未取得销售化妆品资质，则属于违反规定从事经营活动。


　　“经营者应当按照未成年人保护法的规定，对可能危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玩具在显著位置标注注意事项，若未注明则不得销售。违反规定销售，侵犯了未成年人合法权益，造成人身、财产或者其他损害的，依法承担相应责任。”张步峰说。


　　应全面落实监管规定


　　学校周边设安全区域


　　针对儿童化妆品销售乱象，受访专家给出了治理建议。


　　“儿童包含幼儿园小朋友和小学生。商家会利用儿童特有心理，将热门卡通、网络游戏、时兴玩具等元素融入化妆品包装中，引发儿童对化妆品的好奇心，儿童群体间也会相互影响。”姚金菊说，应该加强对儿童化妆品销售的监管。


　　“我国对儿童化妆品的监管非常严格，专门出台《儿童化妆品监督管理规定》，以期对儿童化妆品从生产到销售进行全流程监管，保障儿童使用化妆品安全。”张步峰说。


　　张步峰解释说，在生产环节，须依照《儿童化妆品申报与审评指南》《化妆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等严格把控儿童化妆品的配方设计、使用原料，使其符合科学性、必要性的生产要求。在包装环节，督促责任主体严格落实我国《儿童化妆品监督管理规定》中显著标明“小金盾”“注意”或者“警告”等引导语的标识，以及不得标注“食品级”“可食用”等词语或者与食品有关图案等法定要求。


　　张步峰认为，在销售环节，要加强对电子商务平台以及零售商家销售经营资质的审查，对没有化妆品经营资质却利用儿童玩具包装销售儿童化妆品的，应认定为“超出经营范围”并进行处罚；若以普通化妆品冒充儿童化妆品，则按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进行处罚。还应倡导销售者具备经营资质，积极履行《儿童化妆品监督管理规定》中规定的建立并执行进货查验记录制度、分区陈列儿童化妆品的法律责任。


　　“在监督环节，需要负责药品监督管理的部门按照风险管理的原则，结合本地实际，根据不同商家的销售状况，将销售行为较为集中的化妆品经营者列入重点监管对象，加大监督检查频次以保障儿童化妆品的使用安全。”张步峰说。


　　受访专家认为，当前应该全面落实《儿童化妆品监督管理规定》，有关主管部门需要加强监督检查力度和监督抽检频次，对发现的儿童化妆品违法销售行为及时立案查处；畅通投诉渠道，保障消费者权益，对家长购买、孩子使用儿童化妆品过程中发生的投诉举报，要高度重视，及时处置。


　　在姚金菊看来，针对学校周围售卖非儿童化妆品的现象，应该依法赋予商家对非儿童化妆品负有注意或者警告义务。同时，从市场监管方面来看，可以依托“学生安全区域制度”展开监管。


　　例如，《北京市中小学校幼儿园安全管理规定(试行)》规定，在学校周边200米范围内，相关部门按职责重点整治学校周边环境秩序，加强对学校周边经营服务场所、经营服务活动监管以及治安状况、交通秩序整治。


　　“除了加强监管外，还应鼓励市民对学校周边非法售卖非儿童化妆品或质量不合格的儿童化妆品的行为进行举报。”姚金菊说。


　　家长在给儿童挑选化妆品时，需要注意什么？


　　张步峰认为，不要盲目购买标注“食品级”“可食用”标记的产品，此类标识在《儿童化妆品监督管理规定》中被明确禁止。如果消费者无法辨认化妆品是否为儿童化妆品，应当主动向经营者询问，并可以通过“化妆品监管”App查询产品注册或者系信息发布平台，搜狐仅提供信息存储空间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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