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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江苏省工商局网站公布 2016 年上半年流通领域的珠宝首饰商品的质量检测结果显示，浙江明牌珠宝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明牌珠宝”；002574.SZ）、老凤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老凤祥”；600612.SH）

等品牌商品均被检出存在不合格情况。 

 

实际上，这并不是上述珠宝企业第一次登质检黑榜，珠宝类产品向来投诉多发。从上海市消费者协会了解到，近

段时间以来，珠宝类商品的投诉案件占比较大。对此，受访专家表示，珠宝行业质量乱象的存在，在某种程度上

遏制了消费者的购买欲望，进而加剧珠宝行业正在面临的“寒冬”。 

 

老凤祥 2016 年三季度报显示，公司 2016 年 1~9 月实现营业收入 285.62 亿元，比 2015 年同期的 294.24 亿

元减少了 2.93%。无独有偶，明牌珠宝财报显示，2016 年 1~9 月，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7.49 亿元，比上年同

期减少 38.28%。 

 

值得一提的是，在传统线下实体经济低迷的大背景下，明牌珠宝先后收购好屋中国 25%和 75%的股权，欲借力

房产电商推进互联网转型。不过，有行业人士提出，明牌珠宝收购进展不及预期，好屋中国的业务拓展也不及预

期，其转型仍充满不确定性。 

 

对于公司产品品质、业绩发展等问题，截至发稿，明牌珠宝均暂未作出回应，老凤祥方面则表示，“这两天市场

部人员正在外地开会，无法回复。” 

 

老凤祥、明牌珠宝屡上质检“黑名单” 

据江苏省工商局官网信息，2016 年上半年，江苏省工商局组织对江苏省部分地区流通领域的珠宝首饰商品进行

了质量检测。抽检范围涉及南京、无锡、苏州工业园区、昆山、常州、徐州、连云港、淮安、南通、盐城、扬州、

镇江、宿迁、泰州和沭阳等 15 地，包括周大福、金伯利、上海亚一金店、老庙等 90 个品牌。共计抽查 400 批

次，经检验，合格 221 批次，合格率为 55.25%。 

 

其中，中国黄金有不合格产品 12 批次，明牌珠宝不合格产品 2 批次，老凤祥、千叶不合格产品各 1 批次。 

 

同时，查询发现，中国黄金 12 批次不合格产品中有 5 批次为珠宝玉石名称不合格。其中，一款名为“足金红宝

石女戒”的产品，明示值显示是“红宝石”，实测值为“合成红宝石”。而在 4 批次标签不合格的产品中，中国

黄金一款“PT950 项链”，标签明示值“PT950”，实测值则为“铂 Pt950”。此外，明牌珠宝检出的 2 批次不

合格产品均为标签不合格；老凤祥 1 批次不合格产品为名称不合格。 

 



 

奢侈品中国联盟荣誉顾问张培英告诉记者，在每一年工商部门出具的检验报告中，问题多集中在标签、标识方面，

“因为标签、标识方面出现问题，确实会对消费者的消费行为造成很大的误导”。而这些方面的问题，或是商家

有意为之，或是工作人员的专业度不达标。 

 

同时，记者梳理发现，此前不久安徽省工商局公布了该局于 2016 年第三季度和第四季度，依法对全省部分市场

上销售的黄金珠宝进行的抽检结果。上海老庙戒指、上海亚一挂件等 6 个品牌、7 组样品抽检不合格。不合格项

目同样集中在饰品名称、标识（印记、标签），其中，标签和其他标识物不合格现象极为普遍。 

 

在抽检结果报告中，安徽省工商局表示已责成相关工商局依法查处，并依法监督经营者整改。记者多次联系安徽

省工商局了解最新整改情况，然而截至记者发稿，暂未收到回应。 

 

在张培英看来，珠宝首饰频频被检出不合格，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行业内检验标准不统一。“一方面，质检、

工商部门有自己的标准规范，另一方面，行业本身也有自己的规范，两者之间并未达成统一。此外，一线大城市

一般有自己统一的规范，但在二三四线城市，一些操作人员甚至连基本常识都不达标。” 

 

上海中宝宝玉石鉴测中心相关人士分析认为，珠宝检测机构完全遵循国家 GB/T 的检测标准，但珠宝学院有自己

的一套检测标准，在标准上存在细微的差异，因此检测结果也可能存在差异。另外，去年对于贵金属的命名方式，

国家发布了一套新的标准，可能有些品牌还在遵循老的标准，因此在标准更替时也可能产生首饰名称、标识不合

格的现象。 

 

珠宝产品或成投诉“重灾区” 

2 月 15 日，从上海市消费者协会了解到，近段时间以来，珠宝类商品的投诉案件占比较大。“现在很多消费者

都在排队处理投诉案件。”工作人员介绍称，目前关于珠宝类商品消费者的投诉，主要集中在产品质量问题和商

家不提供发票等方面。 

 

对此，张培英表示，在经济不景气的大环境下，珠宝行业“以假充真”“以次充好”等质量乱象的存在，在某种

程度上进一步遏制了消费者的购买欲望，进而加剧珠宝行业正在面临的“寒冬”。 

 

同时，行业内专家提醒消费者，购买珠宝类产品要尽量选择正规渠道，“不能贪小便宜”。京衡律师集团上海事

务所高级合伙人邓学平也表示，购物时，消费者切记要主动索要发票。根据法律规定，珠宝商作为销售方应当向

消费者提供发票，以任何理由拒开发票均属违法行为。 

 

记者走访上海市百联西郊购物中心的老凤祥专柜发现，情人节刚刚过去，前来专柜选购的消费者并不多。销售人

员表示，钻饰类商品都有证书，金饰类产品都会有钢印的，牌子和成分会写在钢印上。“老凤祥都是按照国家标

准来的，不会轻易标错成分，毕竟是大公司老品牌。” 

 

不过，记者在走访中了解到，珠宝首饰尚无“三包”规定，非质量问题大多数金店不提供退换货服务。 

 



 

对此，福建省宝玉石协会王乃珠称，黄金珠宝首饰投诉主要集中在首饰断裂及钻石珠宝脱落、变形、掉色等质量

问题方面。目前国家尚未出台黄金珠宝首饰“三包”规定，主要原因是珠宝首饰出现问题很难判定是人为过失还

是饰品质量问题，而且目前首饰鉴定只是针对钻石成色、贵金属含量和等级进行鉴定，对钻石脱落、首饰断裂的

原因及设计工艺仍难以判定。 

 

业绩承压遇发展瓶颈 

老凤祥 2016 年三季度报显示，公司 2016 年 1~9 月实现营业收入 285.62 亿元，比 2015 年同期的 294.24 亿

元减少了 2.93%。与此同时，其 2016 年 1~9 月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9.96 亿元，比 2015 年同期的

4.85 亿元减少了 311.36%，减少原因为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比去年同期减少所致。 

 

同样出现在“质检黑名单”中并且业绩出现下滑的还有明牌珠宝。明牌珠宝财报显示，2016 年 1~9 月，公司实

现营业收入 27.49 亿元，比上年同期减少 38.28%；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利润 5142 万元，比上年同期减少

30.81%；基本每股收益 0.10 元/股，同比上年同期减少 28.57%。其中第三季度营业收入 7.84 亿元，同比减少

33.55%；第三季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969 万元，同比增长 23.44%。 

 

同时记者注意到，根据明牌珠宝公开的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企业相关负责人表示：“近年来黄金珠宝市场调

整，明牌主业经营面临一定挑战，2016 年业绩可能是一个低点（包括坏账、行业的影响等），展望 2017 年（公

司债到期，坏账准备减少），财务层面或将有所好转。” 

 

据了解，2015 年年底，明牌珠宝曾斥资 7 亿元收购好屋中国 25%股权，试图弥补其原来的珠宝主业因渠道资源

不足而遇到的瓶颈问题。2016 年 9 月，明牌珠宝又抛出了重大资产重组预案，试图以股份加现金支付方式集中

收购好屋中国剩下的 75%股权，收购价 24 亿元。 

 

对此，天风证券研究所研报提出：“作为传统珠宝企业龙头，在传统线下实体经济低迷的大背景下，力图创新商

业模式。”不过，天风证券研究所同时也对收购进展不及预期，好屋中国业务拓展不及预期的风险做了提示。 

 

“珠宝行业属于高利润、高附加值的产品，在经济不景气的环境下会最先受到影响，如果再加上质量问题的频频

出现，此时消费者往往会选择观望或放弃购买，这对珠宝类企业的发展极为不利。”张培英认为，品牌方要做到

尽量规范化，像内部培训、管理方面的细节也都要抓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