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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 29日，为美食而生的“全球美食烹饪
研究院”在海尔成立，这也是继 2017 年海尔系
厨电以 287 亿元营业额登顶全球第一后，又一
全球化布局。当天，海尔厨电、GE Appliances、
斐雪派克、江南大学食品科学与技术国家重点
实验室以及菜谱开发资源方代表出席“全球美
食烹饪研究院”揭牌仪式。

当日上午，海尔厨电牵头举办的全球美食
烹饪研讨会，确定了“全球美食烹饪研究院”今
后的研究方向，包括食材烹饪与健康研究、智能
菜谱开发及厨电的智慧功能研发等。

民以食为天，在当今世界无论是东方还是
西方，对美食的追求不再停留在色香味俱全上，
而对美食的营养、健康有着深层次的追求。随
着生活节奏加快，越来越多的用户面对复杂而
又繁琐的厨房烹饪不愿意下厨房。物联网时
代，在海尔“智家云”战略指导下，海尔厨电成
立的“全球美食烹饪研究院”将传统的烹饪与物
联网科技“对接”，让美食变得简单，让更多的
用户愿意走进厨房。

此次海尔厨电能够成立“全球美食烹饪研
究院”，这得益于海尔厨电遍布全球的品牌集群
的优势，更容易获取和研究世界各地美食。如
海尔整合后的北美第一厨电品牌GE Applianc⁃
es 专注美食烹饪研究有着 100 多年的科技沉
淀，先后推出全球第一台气密性家用冰箱、第一
台快速烤箱等；而新西兰国宝级品牌斐雪派克，
更加专注于研究澳洲美食；意大利 candy 专注
于欧洲美食营养研究，更懂欧洲用户需求，如今
年 IFA 展现场展出的可以保温的烤箱，可以将
食物放置烤箱内 2周不变质。

也正是基于海尔厨电的全球化布局，登顶
冠军后此次又成立的“全球美食烹饪研究院”下
设美洲美食分院、澳洲美食分院、欧洲美食分
院、亚洲美食分院、营养健康研究所、烹饪技术
研究所六大机构。其中，四大美食分院就分别
依托美国 GE Appliances、澳洲斐雪派克、欧洲
Candy 等国外品牌资源和卡萨帝、海尔、Leader
等国内品牌资源，开展全球区域经典美食烹饪研究。此外，营养健康研究所
关注不同烹饪方式对食材营养的影响，以及饮食和营养如何改善人们的健康
状况，而烹饪技术研究所则专注于厨电产品的研发与迭代。

“全球美食烹饪研究院”作为海尔食联生态的重要一环，通过对不同温度
下食物营养保留程度的研究，实现了烤箱、燃气灶的精准控温功能，保证食物
能在最适宜的温度下进行烹饪，使营养价值最大化。联合菜谱资源方为用户
量身定制个性化健康菜谱，一键购买安心食材，直达朔源。“全球美食烹饪研
究院”的成立可以为用户提供更完善的提供厨房生态服务。

“全球美食烹饪研究院”的成立，是海尔系厨电登顶全球第一后的又一力
作，代表了厨电行业从关注产品到聚焦用户健康美食需求的转型。“全球美食
烹饪研究院”不仅教用户如何通过厨电烹饪美食，更是通过研究美食烹饪升
级厨电产品的功能，让烹饪更便捷、饮食更健康，最终带来的是一站式智慧厨
房解决方案，推动厨房生态的加速落地。

近日，在深圳某珠宝集散地，一
张看似严谨权威的珠宝鉴定证书，
没有经过任何检测，仅凭商家传来
的图片和内容就盖着钢印“出世”
了。这其中有的是一些具有资质的
正规鉴定机构出具的具有虚假内容
的“真证书”，还有的是根本不具备
资质的机构批量售卖的假证书。

市面上那些令人眼花缭乱的珠
宝首饰究竟是真是假？价值如何？
相信大多数消费者都难以拿捏清
楚。于是，一张印有权威鉴定机构
意见的证书，就成了消费者的定心
丸。但如果这一纸证书本身就真假
难辨，甚至明码标价“不到 5 元一
张”，消费者还能安心吗？在此，笔
者想抛出三个问题，给“久病”的珠
宝虚假鉴定问题把把脉。

一问“病从何来”？病因一：生意
难做，虚假鉴定早有“渊源”。报道中

就援引了某珠宝商的观点：生意难
做，顾客流失大，有“长期合作”的鉴
定机构出于“相互信任”，可随时为产
品做拍照鉴定。病因二：正规鉴定成
本高，虚假鉴定有暴利。据报道，一
些价值不过百元的低档珠宝进行正
规鉴定要花费上百元，费时费力，而
一张虚假鉴定证书成本仅几分钱，对
外批发价格不到5元。

二问为何“久病不愈”？早在
2010 年，就有媒体公开报道了珠宝
虚假冒用鉴定标识、开具虚假鉴定
等鉴定乱象。如今过去近 9 年，乱
象依旧存在。笔者以为，导致乱象

“久病不愈”的深层原因至少有两
点。其一，违法成本低，市场监管难
度大，商家铤而走险。根据产品质
量法，对伪造或者冒用认证标志等
质量标志的、伪造检验结果或者出
具虚假证明的均应进行处罚，但处

罚基本限于单位5万元以上10万元
以下罚款、主要负责人1万元以上5
万元以下罚款和吊销资质等，相较
市场监管部门查获的动辄几十万张
虚假鉴定证书获利而言，违法成本
过低。

其二，违法手段隐蔽，行业自律
缺少强制力。消费者对于鉴定证书
缺少有效的识别能力，无法判断证
书真伪，自然也难以发现虚假鉴定
的违法行为。从行业自律层面来
看，《中国资产评估协会会员执业行
为自律惩戒办法》规定了 5 种自律
惩戒手段：警告、严重警告、通报批
评、公开谴责、取消会员资格，相比
行政处罚和刑罚，显然缺少强制
力。

三问如何“对症下药”？笔者以
为当务之急应是划清虚假鉴定行政
违法与刑事犯罪之间的界限，加大

违法成本。如果是正规机构进行虚
假鉴定，可属行政违法范畴，因检验
结果或者证明不实，造成损失的，应
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对因产品
不符合认证标准给消费者造成的损
失，与产品的生产者、销售者承担连
带责任。但如果在明知商户利用其
开具的虚假鉴定证明欺诈消费者牟
利还积极参与其中的，笔者以为则
涉嫌诈骗犯罪。再说那些专门为了
进行虚假鉴定、制作假鉴定证书牟
利的机构或个人，其本身就已涉嫌
犯罪。

珠宝虚假鉴定病出有因，其病
已久，除消费者自身须提高识别能
力外，还应依靠行政与司法部门相
互协作，加大对相关违法犯罪的打
击力度，靠法律的强制力和约束力
方能“猛药去疴”“药到病除”。

（巩宸宇）

珠宝交易，人们最看重真假。在鱼
龙混杂的珠宝玉石市场上，鉴定证书是
普通消费者衡量真假的最直接途径。
但这些由检测机构出具的，标注着珠宝
材质质量的，不得翻印、涂改无效的珠
宝鉴定证书，同样存在着造假可能。

在国内最大珠宝集散地——“中国
珠宝第一村”深圳水贝，一张看似严谨
权威的珠宝鉴定证书，没有经过任何检
测就盖着钢印出世了。业内人士直言，
有些珠宝鉴定证书就是印给消费者看
的，商家要什么检验结论就印什么结
论。

还有的不具备资质的鉴定机构批
量售卖虚假证书，几分钟就能出一张。
广东深圳罗湖市场监管局的执法人员
曾查获大量虚假鉴定证书。据了解，一
份真实有效的鉴定证书，检测费从几十
元到上百元不等，而一张虚假鉴定证书
的成本仅需几分钱，对外批发价格不到
5元钱。

这些虚假证书最终流向国内各旅
游景点或小型珠宝专柜，让大量假珠宝
摇身一变，有了“真身份”。

有资质鉴定机构按需出证书
深圳罗湖水贝珠宝集聚基地集聚

了3000多家珠宝生产经营单位，年产销
值超过1000亿元，占据全国70%的市场
份额。

从珠宝批发、定做、零售，从翡翠玉

器到金银钻石，水贝早已成为面向全国
的珠宝集散地。在金丽国际珠宝交易
中心一家翡翠店，店主陈丽（化名）显得
有些漫不经心，“现在生意不好做，线下
客户流失率很高”。她说。

她经营这个不到 10平方米的翡翠
档口有 6年多了，现在主要靠线上销售
赚钱。她的产品主要是翡翠，也零零散
散地卖些和田玉和黄金首饰。“我这里
的翡翠都是货真价实的A货，每个都可
以出鉴定证书。”陈丽说。有客户购买
其中一块翡翠和和田玉，一共 880 元。
当提出要看证书时，陈丽称还没有鉴
定，如果需要可以现做证书。

随后，她将这2款玉石分别拍照、称
重，通过微信发给一名鉴定人员。几分
钟后，一名男子将 2张证书送到她的手
里。该鉴定机构名为中商珠宝首饰检
测中心。据其官网介绍，该机构是经国
家质检总局批准、国家认监委授权，中
国实验室认可委员会认可设立的具有
第三方公正地位的贵金属及珠宝玉石
专业质量检验机构，所出具的检验证
书、检验报告具有权威性及法律效力。

这份标注着质量、形状、颜色以及
鉴定结果的珠宝首饰鉴定证书，从鉴定
到出证只要几分钟，而自始至终，作为
被鉴定的2块宝石就没有离开过柜台。

陈丽解释称，她和该机构合作多
年，双方都很放心，“我们一般都是拍照

发过去鉴定就可以，因为我不可能卖假
货，他们都知道。”陈丽同时表示，其他
商户也是这样鉴定的。“如果是客户去
鉴定，就需要拿货过去。”

而在这份盖着钢印、明确备注不得
涂改的鉴定证书上，一块价格 400多元
的和田玉被鉴定为“翡翠（A货）”。

“翡翠和和田玉是2种不同的玉石，
这张鉴定证书其实是假的。”一名在水
贝从事玉石生意多年的人士表示，“说
白了，有些鉴定机构是为商家服务的，
商家需要什么样的证书，他们就出什么
样的鉴定结果，完全省略了鉴定环节。”
他说。

拍照鉴定由来已久
这一说法随后得到证实。拿该块

和田玉先后在广东省珠宝玉石及贵金
属检测中心等 3 家不同的检测机构检
测，得到的鉴定结果均为和田玉，而非
翡翠。

“拍照鉴定”是否已经成为通行珠
宝鉴定行业的潜规则？在另一家获得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依法授权
的质检机构——中首协珠宝玉石鉴定
中心，得到的答案同样是可以拍照鉴
定。

该鉴定机构藏身在深圳水贝的一
栋居民楼里，鉴定范围包括宝石、钻石、
贵金属等，鉴定价格从几十元到上百元
不等。

通过微信将需要鉴定的3种玉石的
照片、重量以及材质发给该机构鉴定人
员，对方表示一个小时后可以出结果。
客户将其中一款和田玉说成是石英岩，
而在鉴定结果上，和田玉果然变成了石
英岩挂件。并且还增加了折射率 1.54
（点测）的说明。手机扫描证书上的二
维码，负责鉴定的检验人、审核人一应
俱全。

在水贝珠宝商从玉华（化名）看来，
珠宝鉴定证书造假由来已久，“一种是
没有鉴定资格的小公司，他们自己出的
证书就是为了方便商家造假，还有一种
是三流的商业鉴定机构，为了拉业务开
展长期合作，所以默许拍照鉴定这种方
式，而这种鉴定证书一般也不具备权威
性。”从玉华说。

实际上，有些没取得鉴定资格的商
业机构也在从事造假业务。罗湖市场
监管局曾查获 6家非法鉴定机构，现场
查获涉嫌虚假鉴定证书成品件 21000
张，半成品件458000余张。在一家名为
广东正科金银珠宝检测中心的机构内，
执法人员现场查获大批“珠宝首饰鉴定
证书”“金银珠宝鉴定证书”“宝石鉴定
证书”等涉嫌虚假的质量检测和认证标
志，其中有已完工的鉴定证书 12000余
张，空白及尚未完工的半成品 108000
张。

（云南法制报)

“中国珠宝看深圳，深圳珠宝看罗
湖”，全国70%以上的珠宝交易额都在罗
湖，而珠宝的检测则显得尤为重要。每
年珠宝检测出证量超2000万张，占全国
年出证量近 6成。那么，这些机构出具
的证书消费者又该如何辨别？

记者走访罗湖区水贝一路金展珠
宝广场，在柜台陈列着不少珠宝玉石
等。由于品类较多，如何挑选也成为一
门学问。而选择珠宝鉴定机构来进行
鉴定，成为他们衡量这个珠宝品质的重
要依据和手段。

据业内人士介绍，由于目前各大检
测机构的资质参差不齐，相关部门对机
构的监管也较为薄弱，比如检测流程是
否规范、技术人员是否具备独立出证的
能力、以及相关的设备是否能满足检测
需求等，使得检测行业市场鱼龙混杂。

消费者在购买珠宝时，会附上一张
权威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这张证书
相当于珠宝的唯一“身份证”。在深圳，
大大小小的珠宝鉴定机构就有40余家，
品质也是参差不齐。

深圳市品质研究院在前期的走访
调查中，对消费者关注度较高的23家珠
宝检测机构，采用电话与线下访问相结
合的方式，进行问卷调查。并从机构资
质、检测准确性、人员服务等 10个维度

调查消费者对珠宝检测机构的推荐情
况。

结果显示，排名前三的检测机构，
分别是广东省金银珠宝检测中心，净推
荐值为 64.0；其次是国家珠宝玉石质量
监督检验中心、第三名的是北京市中工
商联珠宝检测中心。

深圳市消委会市场监督部监督员
徐舒茜表示，每一个珠宝是有一个专用
的唯一识别码，可以到国家相关部门的
去查询。证书上强制要有CMA的标志，
如果没有就是无效的。

据了解，一般检测机构对珠宝检测
内容，包括饰品名称、颜色、净度、总质
量、密度、折射率等项目，在国家认证的
珠宝玉石检测机构这些项目检验都非
常严格。鉴定证书需两个鉴定师签字
确认才有效。

此外，印章应是钢印，出具的编码
可以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的官网
上进行查询。

不过徐舒茜表示，有些证书上还会
显示“CNAS”国家级实验室的标志，但有
些机构会用某某实验室来偷换概念。
徐舒茜说，如果有“CNAS”LOGO的标志
是国际认可，如果是CMA是国内通用。
但有些机构用的不是“CNAS”LOGO，而
用文字：某某实验室，这个是不对的。

CNAS
表明该机构的检测能力获得了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的认可，一般

来说只需要具备一定的检测能力，任何实验室都可以申请，通过了认可便可以
发证，获得了该证的实验室出具的检验报告可以获得签署互认协议方的国家或
地区认可机构的承认。

只有珠宝检验机构具备了上
述三个检验资质认证，所出具的
珠宝鉴定书才具有公证效力，所
检验的珠宝才能真正认定为贵重
金属，而后才能保证买到的珠宝
是属于真货。不过还要提醒一句
的是，在买珠宝首饰时，尽量选择
有保障的综合性商场或者专卖
店，即使买到了假货，在这些地方
购买时，也能有比较完善的维权
途径。

无人鉴定的“珠宝鉴定”

整治珠宝虚假鉴定须加大违法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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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内人士：

警惕机构偷换概念
买珠宝认准3个标志

现在买珠宝首饰的人并不在少数，但是极少有

人能真正地区分出珠宝的真假，以及鉴定书的真伪，

精装的珠宝鉴定书一定是真的吗？消费者在购买珠

宝时应认准以下3个标识。

CMA
中文含义是中国检验

检测机构资质认定，主要
是指省级以上质量技术监
督部门，依据有关法律法
规 和 标 准 技 术 规 范 的 规
定，对检验检测机构的基
本条件和技术能力，是否
符合法定要求实施的评价

许可。在我国现行的珠宝行业规定中，CMA是强制性的资质认定，
即便是在仲裁和司法机构里，都是具有法律效力的。所以任何出具
珠宝鉴定书的鉴定机构必须具备CMA资质。

CAL
是指国家质量监督

部门授予权威性质量监
督 机 构 使 用 的 授 权 标
志，可以承担国家行政
机构下达的法定质量监
督检验任务。获取CAL
标志之前，该机构必须
通过 CMA 资质认证，否
则不能授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