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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记者来到山西省肿瘤医院附近的一家水果
店，买了香蕉和火龙果。经水果店店主称重，香蕉为4
斤2两，收费16.5元；火龙果为4斤1两，收费32元。

随后，记者对刚刚购买的香蕉和火龙果进行复
秤。发现4斤2两的香蕉实际重量只有3斤7两，商家
少给了5两；4斤1两的火龙果实际重量只有3斤6两，
商家也少给了5两。

一些早市和路边的流动摊点是“鬼秤”的集中藏
身处。记者在清晨7点来到位于太原市体育路的一处
露天早市，随机挑选一家卖鱼的摊位，购买了一条鲈
鱼。这里售卖的鲈鱼每斤16元，记者购买的鲈鱼商家
报价为22.8元。

报完价格后，摊主顺势把鱼扔到身后的宰杀案板
上。记者提出先不杀鱼，要将鱼直接装袋带走。摊主
把刚刚称过的鱼又主动称了一遍。再次称重后，显示
的价格为20.3元，同一条鱼在同一台秤上，半分钟内，
称出了两个不同的重量。

“刮鱼鳞、开膛破肚之后，就死无对证，没法复秤
了。”市民景女士说，消费者根本反应不过来，“多付的
钱就当是加工费了”。

在海鲜市场也能发现“鬼秤”。记者来到太原市
万吉海鲜副食品市场，在“双得水产”挑选了一条鱼。
当店主完成称重并给出售价后，记者提出不要杀鱼，
这时店主主动重新上秤，复秤后重量从1.7斤下降到
了1.5斤，价格也从24元下降到21.5元。

在这个市场的另一家摊位“裕发水产”，也存在使
用“鬼秤”的情况。500克的砝码可以称出600克，甚至
750克。看着“鬼秤”被揭穿，摊主将“鬼秤”摔到地上，

“秤坏了，不能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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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果店、早市、海鲜市场

发现“鬼秤”

3.7 斤水果竟能称出 4.2 斤，500 克的砝码称出
750克……记者近日走访发现，一种能够随意调节物
品重量的电子秤频现市场。所谓“鬼秤”还形成了一
条改装、销售的地下产业链。

“鬼秤”由来已久，相关部门的治理也是不
遗余力，但效果始终不尽如人意，甚至还陷入整
治、反弹、再整治、再反弹的恶性循环。究其根
源，主要是违法成本低。现行《计量法》对使用

“鬼秤”的处罚明显偏低，顶格处罚的额度仅为
2000元。也正因处罚没有切肤之痛，一些不良
商家明知使用“鬼秤”将面临罚款惩罚，也因处
罚金额不高而乐此不疲，甚至“顶风作案”也在
所不惜。

同时，消费者懒得较真的消极维权心态，也
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不良商家使用“鬼秤”的任
性和嚣张心态。从实际交易情况看，“鬼秤”虚
假称量涉及的交易金额并不大，多为几十元或
百余元。由于通过投诉举报或诉讼维权需要提

交证据，且程序较为繁琐，一些消费者在知晓自
己被“鬼秤”坑害后，往往只找商家补足计量或
退款了事，而不愿“大动干戈”地将其绳之以
法。消费者“大事化小”的消极作为，无疑助长
了不良商家使用“鬼秤”的气焰。

不让“鬼秤”横行，需要坚持双向归因的治
理思维。这既要求监管部门强化执法，常态对
使用“鬼秤”的不良商家保持惩戒威慑态势，并
以个案的查处为突破口，举一反三地加大处罚
力度，切实提高违法成本，倒逼不良商家主动恪
守诚信经营商业伦理，又要求消费者多些“锱铢
必较、分毫必争”的维权意识，主动追究不良商
家使用“鬼秤”坑害自己的不法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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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鬼秤”

需坚持双向归因思维

缺斤少两属于违法行为。《中
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第十六条明
确规定，使用计量器具不得破坏其
准确度，损害国家和消费者的利
益。第二十七条规定，制造、销
售、使用以欺骗消费者为目的的计
量器具的，没收计量器具和违法所
得，处以罚款；情节严重的，并对
个人或者单位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刑
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消费者杜女士说，“鬼秤”扰
乱正常交易，引发商户们相互效
仿，严重影响消费者权益。

多位专家表示，小小一杆秤，
一头连着商家的诚信，一头连着消
费者的权益。市场监管部门应持续
深入推进电子秤综合整治专项行
动，查处缺斤少两、计量作弊或蓄

意破坏计量器具准确度等违法行
为。

山西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执法稽
查处相关负责人表示，“鬼秤”的
源头线索通常会以发函的形式告知
相关外地监管部门，建议进行查
处，但大部分没有回函。建议畅通
跨省案件的联合执法和信息互通机
制，斩断黑色产业链。

业内人士表示，使用“鬼秤”
欺骗消费者，目前顶格处罚为
2000 元，对售卖高端海鲜水产、
高端水果等商家而言，处罚力度相
对偏弱，建议加大处罚力度。

山西大学社会学教授邢媛提
醒，消费者一旦发现缺斤少两，可
注意保存消费凭证，及时向监管部
门反映问题，维护自身权益。

斩断黑色产业链

加大处罚力度

据了解，当前市面上流通的“鬼秤”，内置作弊芯片
后能在“标准”和“鬼秤”模式间瞬间切换。

记者在太原蓝海农贸市场的一家经销商店购买到
了一台“鬼秤”。

店主把记者带到店铺后面的货柜前。“能调模式的
专门写着‘坏’字。”记者看到一个电子秤包装盒外壳
上，果然有一个用圆珠笔手写的“坏”字。

“密码是‘4’‘5’‘6’‘去皮’，每次开机后就先按密
码。”店主把电子秤搬到店门口的过道上，蹲在地上给
记者演示，按4个密码键就能进入“鬼秤”模式。

店主从货柜上拿出一桶未拆封的洗洁精放在秤
上，洗洁精桶身标注“1千克”，液晶屏显示1120克，“多
出来的120克应该是塑料壶的重量”，店主边操作边介
绍。

店主分别按下“M1、M2、M3、计数、电压、动态”等
几个按键，同一桶洗洁精居然分别显示出“1175、1230、
1285、1345、1400、1455”几个称重数值，最大增重 335
克。

“想增重多少随便调，这款秤卖得可好了。”店主随
后按“找钱+储存”两个按钮，“鬼秤”一秒钟就恢复到标
准秤模式。

根据包装盒上的标识，记者联系到了这款秤的生
产商。生产商表示，经常接到类似举报，公司从事正规
业务，“鬼秤”可能是在下游某个环节被改造的。

记者又联系到了这款秤的山西区域经销商赵老
板，他说生产厂家不生产“鬼秤”，都是由私人作坊改造
的。如有需求他可以帮助买到“鬼秤”，什么品牌都能
改造，少量可以随时供货，大量订货需提前一周。

山西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计量处副处长刘刚介绍，
山西在2023年6月至8月曾开展缺斤少两专项整治行
动，执法发现，“鬼秤”多是小厂买回正规秤后，先改装
再销售。

小作坊改装正规电子秤

“鬼秤”模式瞬间切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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