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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孩子少摔跤，买！
什么是学步鞋、机能鞋？中国

皮革协会 2021 年发布的团体标准
《儿童机能鞋》将该产品定义为根据
人体工学原理设计，针对0-6周岁
婴幼童的脚型特征、行走方式和发
育特点而研发生产的具有稳定、支
撑、保护婴幼童脚踝、足弓的功能性
儿童鞋，并对鞋子的整鞋前跷高度、
鞋底厚度、外底硬度、鞋底回弹性
能、鞋垫厚度等作出了要求。

从市面上部分品牌的主打产品
来看，其卖点大同小异，多包含大
底、三分之一弯折、较硬后跟、方便
穿脱等适配婴童行走的设计。此
外，各个品牌也有自己的“独门科
技”。半月谈记者走访了解到，这类
童鞋品牌大多入驻一、二线城市的
大型商场。一些店员称，自家产品
专注婴幼群体，走的是中高端路线，
因而受到许多家长的信任，近些年
卖得很火。

目前市场上热度较高的学步
鞋、机能鞋通常采取多区间定价策
略，主力产品价格在两三百元，同时
推出五百元以上，甚至超千元的单
品。高价难以阻挡部分家长的热
情。36岁的凌虹在其他家长的推荐
下先后为两个女儿购买了某品牌学
步鞋。“打完折后，价格也还是挺贵，
但是听说对孩子脚部发育有好处，
咬咬牙就买了。”

有的家庭购买需求则更具体。
浙江祝先生的孩子马上满两周岁，
他表示，之所以购买学步鞋，是希望
孩子学步过程中走得稳、少摔跤。

“孩子同龄玩伴的家长说，产品的鞋
底比较宽，孩子确实摔得次数少
了。”

半月谈记者在某电商平台询问
一家主打儿童机能鞋的品牌旗舰店
客服人员，其产品是否有防摔功能
时，很快被推荐了一款价格500多
元的产品。客服人员称，相较于店
内普通学步鞋，该款鞋的鞋底增宽

18%，触地更稳，还拥有多项专利，
防滑性能更强，“专为减少宝宝摔跤
次数而设计”。

这钱花得值不值？
从设计原理看，学步鞋前掌易

弯折、强化后跟支撑等设计确实有
其合理性，按学步阶段划分鞋类产
品也有一定参考价值，但许多正规
普通童鞋也能实现这些功能。

让祝先生颇为困惑的是，在社
交平台做了调研后，他发现不同品
牌对孩童学步阶段的划分不同，缺
乏统一标准。“有的家长反馈，学步
鞋要在学步的第二阶段穿，否则效
果会适得其反，更易摔跤。”他表示，
产品花样过多，各商家说法不一，消
费者缺乏科学的指导，有些无从下
手。

“对于孩子生活中的必需品，不
能仅用价格来衡量商品的优劣。”一
位儿童产品测试平台技术专家表
示，由于这类鞋在针对“不同年龄

段、不同需求点”的特性指标上没有
明确的要求，也无明确的科学验证
方法和评价指标，因此所谓的“科技
含量”，更多是品牌自身的市场宣传
行为。

另一方面，鞋子的买单群体是
家长，使用群体却是孩子，这让产
品的实际效果难以得到真实准确
的反馈。“你说真的有没有用，那我
也不知道。孩子还小，问他们脚感
怎么样，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凌
虹说。

半月谈记者查阅于2025年6月
1 日 正 式 实 施 的 国 家 标 准
GB30585-2024《童鞋技术规范》，
其中涵盖对童鞋的零件、安全设计、
气味、材质等方面的严格要求，并未
提及学步鞋、机能鞋的附加功能。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
骨科负责人唐欣认为，相对于产品
本身的性能，现有儿童机能鞋的概
念性更强，商家所突出的功能性宣
传缺乏医学上的论证。“事实上，并

无研究证实这类鞋子能帮助孩子更
快掌握步行能力，也没有哪款产品
做过对比试验，得出通过学步鞋能
减少摔跤次数或者防止摔跤的结
论。”

被标价的“育儿焦虑”
业内人士表示，家长在育儿过

程中的焦虑心态难免成为商业开发
的“富矿”。从婴儿期到学龄期，一
些商家围绕儿童成长周期构建了完
整的“焦虑产业链”——学步鞋之
外，更多打着“科学育儿”旗号的产
品接踵而至。

提供一份口腔黏膜样本，通过
基因检测分析，就能知道孩子的智
商、情商、音乐、运动等天赋结果；贴
上“婴儿用”的标签，普通饮用水“身
价”便能上涨几倍；打着“纯中药配
方”“草本抑菌”旗号，违禁添加激素
的儿童护肤品却莫名热销……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
儿童保健科副主任朱冰泉说，当前
市场上一些育儿产品的宣传语缺乏
严谨的科学依据，不少家长把社交
媒体当作育儿的“百科全书”，看似
做足了攻略，其实可能掉入了商家
搭建的信息茧房。

朱冰泉建议从三个方面构建健
康育儿环境。首先，发挥医疗机构
的专业优势，为儿童提供科学专业
的健康和发展评估监测，通过“医育
结合”缓解家长焦虑心态；其次，电
商平台完善婴幼儿用品准入审核制
度，限制缺乏科学依据的过度宣传；
第三，通过社区医院、家长学校等渠
道开展科学养育知识普及，帮助家
长理解儿童发育的个体差异和自然
规律。

在某短视频平台上，记者搜索
测评、对比、避坑指南等关键词发
现，几乎所有的大众消费品都有各
类第三方测评账号在做测评视频。

在一个美妆测评的视频中，测
评主播用所谓的测评对比，一方面
贬低某品牌的眼膜产品，但是却对
另一个品牌的眼膜产品倍加推崇，
评论区内还放上了推荐产品的链
接。评论区中，也有不少评论表示，
推荐的产品不错，感谢主播推荐，

“放心冲”等等。
记者调查发现，在食品、数码产

品、美妆护肤品等大众消费品领域，
第三方测评尤其多，其中夹带私货、
拉踩抹黑的测评也不在少数。

来自江西省吉安市吉州区的市
民彭女士此前在购物平台刷到一款
面膜测评直播。镜头前，博主手持
检测报告，称该面膜“0酒精添加”

“敏感肌救星”。在博主“限时折扣”
等话术诱导下，彭女士当场下单，但

到货使用后才发现面膜使用效果和
测评内容差距不小。

彭女士表示，她用了一片后发
现脸就泛红了，还带点刺痛和痒，去
问客服，客服说可能是因为过敏
了。但是直播时说的是任何肤质都
可以用，不会过敏。

彭女士的遭遇不是个例，通化
市民赵先生购买手机前也在购物平
台看了不少所谓的测评视频，本以
为能够避坑，但是依旧被第三方测

评“忽悠”。
赵先生反映，测评说手机发烫

是因为散热好，手机表面增加了有
效的散热面积，还通过图表的方式
展示CPU的温度与晶体管密度、核
心频率成正相关，于是他根据博主
的引导买了一部国外品牌的手机。
结果到手后，边刷视频边聊天时，手
机就显示温度过高仅能使用急救功
能，要等到手机降温后才能使用正
常功能。

以商养测、隐形拉踩，这些越界
行为将第三方测评变成了一门“灰
色生意”。中国消费者协会、市场监
管总局等有关部门此前就多次披露
第三方测评市场乱象。

2024年年底，在市场监管总局
等有关部门倡议指导下，多家互联
网平台企业、网络直播营销人员服
务机构（MCN机构）和从事第三方
测评活动的组织或个人，共同成立
了“第三方测评诚信自律同盟”。《第
三方测评诚信自律同盟公约》提出，
测评内容发布者在进行测评时应公
正、客观、真实、全面，不得收费乱
评、假测评真带货，不得发布误导性
信息，不得实施虚假宣传、商业诋毁
等不正当竞争行为。

自律同盟创始成员、某社交网
络平台负责人表示，测评内容发布
者不得对测评商品的性能、功能、质
量、销售状况、用户评价、曾获荣誉
等做虚假或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
欺骗误导消费者。

记者调查发现，自律同盟成立

了半年多时间，部分小体量的测评
博主、第三方机构等依旧存在“以商
养测”“夹带私货”“拉踩诋毁”的乱
象。

在某第三方投诉平台上，与测
评有关的投诉超过数千条。在最高
人民法院公布的企业名誉权司法保
护典型案例中，汽车行业职业测评
人马某，在未经实际测评，也无其他
依据的情况下，对某汽车公司制造
的汽车做出“跑偏”“制动失效”“质
量堪忧”等描述，最终被该公司起诉
至法院，被判公开赔礼道歉并赔偿
损失。

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研究会副秘书长陈音江指出，第三
方测评，如果名为测评实为“带货”，
则需要按照《互联网广告管理办法》
等法律规定，在显著位置标明“广
告”字样，其次还要健全第三方测评
的相关行业标准和自律准则。要确
保测试的方法科学透明，保证数据
真实，具有可追溯性，确保测评结果
的表述是客观公正的。

陈音江补充，针对测评发布所
在的社交媒体或者短视频平台，平
台方也要落实主体责任，加强第三
方测评发布方的资质审核，强化日
常监管。

针对虚假测评、拉踩式测评等，
建议采取下架、限流等方式处理，此
外还可以引入信用评价监管机制。
比如，对一些多次出现虚假宣传或
者明显异常的测评账号，平台要做
出相应的提示。

上千元买双学步鞋

你的“育儿焦虑”被人暗中标了价
“孩子穿上这双鞋，学走路能少摔跤！”当前，童鞋市场热炒“机

能鞋”“学步鞋”。商家宣称，一双“科技含量十足”的专业学步鞋能
“减少摔跤”“矫正步态”，这让不少家长甘愿为之买单。

动辄数百元的学步鞋何以备受家长青睐？这类热销产品到底
是“玩概念”还是“真实用”？半月谈记者调查发现，市面上不乏商家
以“科学育儿”“给孩子最好的”之名，将商品包装成成长刚需。其背
后，是被标价待售的“育儿焦虑”。

据半月谈微信公号

夹带私货、拉踩竞品

“第三方测评”该规范治理了
很多人在网络购物前，

都会去查一查“第三方测
评”，参考一下别人的使用
体验，再决定买不买。然
而，随着第三方测评的兴
起，一些不太规范的行为也
开始出现。部分测评存在
“收钱诋毁、夹带私货”的乱
象，还有的甚至为了抹黑竞
争对手、推销特定商品，“捧
一踩一”，严重扰乱了公平
竞争的市场秩序，侵害了消
费者和商家的合法权益。
那么，到底该如何规范治理
这些“测评”乱象，避免消费
者被误导呢？

据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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