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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电子计价秤以其特有的优势广泛应用于社会生产和生活的各个领域，但在其生产、销售和使用

过程中存在着种种乱象。本文分析此乱象产生的主要原因，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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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电子计价秤具有体积小、重量轻、安装调试方

便、自动化程度高、有效地消除人为影响等优点，

广泛应用于商贸和工业生产各个领域。但近段时间

自媒体频频曝光的“鬼秤”缺斤短两现象把电子计

价秤推到了风口浪尖，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了《关

于开展电子计价秤市场秩序综合整治的通知》，决

定自2023 年7 月至12 月组织开展电子计价秤市场秩

序综合整治。电子计价秤应用于很多领域，“鬼秤”

缺斤短两现象也只是电子计价秤现状的一个缩影 ，

电子计价秤的现状不容乐观。

1  电子计价秤产品现状

（1）电子计价秤产品质量参差不齐

据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及其他官方网站公布，

2012 年第1 批电子计价秤产品质量国家监督抽查结果

中，上海、江苏、浙江等7 个省、直辖市25 家企业生

产的30 种电子计价秤产品，抽查17 个项目中有11 种

产品不符合标准的规定。2010 年10 月，福建省电子

计价秤产品抽查合格率仅为38.2%，其中，在21 件不

合格样本中，有12 件因铭牌标注的分度值与厂商实

际提供的标注值不符。

2015 年9 月，山西省电子计价秤监督抽查超九成

不合格，不合格产品检出率为93.3％。2018 年浙江省

电子台案秤产品监督抽查中，抽查了宁波、金华2 个

地区13 家企业的13 批次电子计价秤产品，不合格4

批次，批次不合格率为30.8%。2023 年长沙市市场监

管局开展集贸市场整治，全系统共检查集贸市场、

商场超市近1300 家，电子秤近6000 台（件），收缴

不合格电子秤近5000 台。

2023 年，江苏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开展全省电子

计价秤市场秩序综合整治，共检查集贸市场、商超

等经营主体12271 个，电子计价秤82223 台，发现不

合格2384 台，立案查处505 件。2024 年2 月，北京市

市场监督管理局通报2023 年全市共检查电子计价秤

24311 台，查处不合格电子计价秤184 台，查处电子

计价秤计量违法行为143 件。

（2）电子计价秤作弊情况屡禁不止

2020 年，一名网络博主反映海南三亚第一市场

海鲜商家缺斤少两，视频显示同一袋海鲜在商检和

博主自备秤上的重量相差月0.5 公斤，价格相差近百

元。2023 年5 月，厦门市翔安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对辖

区重点区域经营户开展拉网式检查。检定确定13 台

电子计价秤为“作弊密码秤”，涉案商户11 家。

而在计量技术机构日常检定工作中也常发现电

子计价秤作弊情况，在农贸市尤为突出。作弊电子

计价秤常见于水产、家禽和熟食摊位。由于消费者

在此类摊位购买商品之后，一般都要求摊主将商品

去鳞、去毛、去内脏，或是去骨、去皮、加配料，

商品的真实重量无法确认，一些不法摊主铤而走险

使用作弊电子秤。由于作弊方法隐蔽，查处难度

大，其他摊主也跟风效仿，使用作弊电子计价秤之

风也愈演愈烈。

（3）作弊电子计价秤

① 硬件作弊

早期电子秤的作弊主要在硬件，通过作弊开关

控制。当作弊开关接通时，电子秤内部的称重传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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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阻值发生改变，对应的重量示值则随之改变；当

作弊开关关闭时，电子秤的信号恢复正常，重量值

显示正常。作弊电路通常安装在电子秤内部，不容

易发现，作弊开关安装的地方也极为隐蔽，如图1 所

示。作弊秤的作弊开关安装在键盘处，只有打开键

盘才能看到。有些对作弊开关进行了伪装，如图2 和

图3 所示，秤的底部装有两只开关，左侧的是电源开

关，右侧为作弊开关。作弊开关被伪装成类似于电

源开关，极为隐蔽，极具迷惑性。这种作弊秤的作

弊是通过以下几种方法实现的，正常情况下开机，

当货物放置在秤盘上，借输入价格之际按动作弊开

关，重量就会按照一定的比例增加。

图1  键盘处作弊开关    图2  秤底处作弊开关（右侧）          图3  秤底处作弊开关

1kg 砝码放在秤上，作弊开关打开前重量显示正

常，如图4 所示，按动作弊开关之后显示1.3kg，如

图5 所示；也可以在空秤的时候按动作弊开关，1kg

砝码放上直接会显示为1.3kg。作弊开关的形式也在

不断更新，比如将开关伪装成一根针式的针式作弊

秤，用磁铁或是遥控器来控制作弊开关。不过这种

电子作弊秤的作弊方法较为简单，仔细检查电子秤

的外观或内部线路就能发现端倪。

图4  作弊开关打开之前                    图5  作弊开关打开之后

②软件作弊

即所谓“密码秤”，将电子秤的芯片更换成写

入了作弊程序的芯片，通过输入“密码”和秤本身

自带的其他功能键，如：“去皮”“单价1”“M1”

等功能键实现作弊功能。以下面的一台作弊秤为例：

作弊程序是将电子秤的 “去皮”键设置成“作弊开

关”，正常情况下只要按动“去皮”键就可以实现

作弊功能，在秤盘上放上货物（如1kg 的砝码）如

图6，按动“单价1”～“单价6”就会按照货物重量

的1/20、1/10、1/5、3/10、2/5、1/2 的比例增加，按

动“单价7”或是“背光”键，重量就会恢复到正

常值，如图7 ～如图10；再次按动“去皮”键后重

量显示正常，“单价1”～“单价7”都可以显示预

先输入的单价。这类作弊电子秤从外观上看不出疑

点，即使打开秤体，从里面也看不到改装的痕迹。

在作弊状态下重新开机，电子秤就会恢复正常，操

作简单且隐蔽性高，给检查带来了很大的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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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开作弊开关          图7  按动“单价1”重量增加1/20     图8  按动“单价2”重量增加1/10

图9  按动“单价6”重量增加1/2      图10  按动“单价7”重量恢复正常

③价格作弊

JJG539-2016《数字指示秤》检定规程中，检定

项目没有对电子计价秤的价格输入或总价显示方面

的要求，但GB/T 7722-2020《电子台案秤》中对计价

示值与打印明确规定，“付款金额应由单价与显示

的质量值的乘积得出，且结果应遵循四舍五入的原

则”。而部分电子计价秤在计算付款金额时，并不

遵守价格四舍五入的原则，将本需要四舍五入的分

位金额变为“0 舍1 入”。该类作弊形式多用于缩位

计价中，即正常价格为1.10 元/kg 或11.00 元/kg，商

贩故意只输入0.11 元/kg，如重量1kg，单价为0.11 元

时候金额应为0.11 元，但在该秤上直接显示0.20 元，

而在输入单价1.10 元时，金额恢复正常的“四舍五

入”为1.10 元。

（4）电子计价秤检定现状

检定电子计价秤依据的是JJG539-2016《数字指

示秤》，检定规程中标准器是砝码，量程不同检定

需要不同种类的砝码组合，检定设备的自动化程度

或检定方法的可操作性有待提升。目前砝码的搬运

全部依靠人工来实现，小称量的计价秤还好，大称

量的计价秤检定砝码搬运量很大，检定所需的时间

也急剧增加。规程中称量、重复性、偏载等项目中

是否合格都需要用“闪变点”法来确定误差，检定

过程时间长、操作复杂，例如检定一台ACS-3 型的

电子计价秤全过程需要上下搬运砝码20 多千克，整

个检定过程大概需要1 个小时；如果出现检定不合格

需要调试修理的情况，砝码的搬运量和检定时间要

成倍增加，并且“闪变点”法对检定条件要求较高，

对于农贸市场等使用条件比较恶劣的场所操作起来

难度很大，现有区县技术机构检定人员严重不足，

很大程度存在违反检定规程开展工作的可能。

2  现状分析

（1）电子计价秤生产领域

当前规模大的电子计价秤生产企业偏少，产品

总体质量不高。虽然一些企业拥有较高的生产能力

和生产条件，产品的技术和质量水平已接近世界先

进水平，但由于市场供求因素的影响，产品销量却

出现逐年递减的情况。部分小规模企业打“价格战”

占领市场，但技术能力薄弱，生产条件简陋，计量

法制意识淡薄，缺乏必要的检测手段，产品质量不

高，受利益驱使，偷工减料，单纯追求经济利益，

型评时用合格元器件，如符合要求的称重传感器，

但在正式生产时却换成小尺寸传感器以节约成本，

甚至使用残次品，导致产品质量偏低。还出现以提

高准确度为幌子迎合使用者，生产不合格产品的现

象，在不能满足要求的前提下盲目提高电子秤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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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数，缩小电子秤的分度值，甚至出现了准确度等

级比 级电子天平等级还要高的 级“电子计价

秤”，刻意模糊电子秤与电子天平的区别，在铭牌

上不标注器具名称，或是命名为“电子天平秤”。 

电子计价秤的误差超过允许范围需要重新标

定，不同生产厂家的产品标定方法千差万别，依据

JJG 539 及GBT7722，应禁止任何不破坏铅封就能对

秤进行与计量性能有关的参数调整。但当前部分电

子计价秤有的需要破坏铅封打开秤体，打开标定开

关进入标定程序；有的需要打开秤体，打开标定开

关，再通过按键组合进入标定程序；有的只需要输

入密码就可以进入标定程序。不但不同厂家的标定

方法不一致，而且同一个厂家不同型号、不用显示

仪表的标定方法也不相同，甚至同一厂家、同一型

号，生产时间不同的标定方法也有差别。有些厂家

在出厂时把秤体内部的标定开关设置成“打开”状

态，或在设计时留“后门”，可以不需要打开秤体，

直接输入“标定密码”就可以实现“任意重量的”的

“快速标定”。这些不但为标定、校准带来很大问

题，同时也为电子计价秤的作弊留了“后门”。甚至

出现生产企业由于某种原因，产品留有作弊接口，

在产品生产完毕后留有“外部接口”，甚至作弊开

关，生产具有作弊功能的电子计价秤。

（2）电子计价秤的销售和使用领域

①经销商改装、销售作弊秤

农贸市场的电子计价秤作弊情况比较严重，有

些在秤体上有贴有联系电话，声称可以按照需求自

行设计，但被问到具体地址时都不肯透露，据使用

者反映，销售该作弊秤的商家都是送货上门的。

②用户使用作弊秤

使用者不清楚、不明白如何正确购买和使用电

子计价秤，电子计价秤的性能不是很了解，对使用

预期也不清楚，只是单方面听了经销商“有重点”的

介绍，导致购买的产品性能不稳定或是不合格。使

用作弊电子计价秤的商户被查到后对此不以为然，

并且强词夺理声称不了解、未使用作弊功能，甚至

用言语威胁检定和执法人员。市场管理方不作为，

敷衍了事，甚至伙同摊主围攻执法车辆，谩骂执

法和检定人员。使用者有恃无恐，很多摊主纷纷效

仿，甚至使用正常电子秤的摊主受到排挤，造成“劣

币驱逐良币”效应，助长了不法经营的歪风邪气。   

（3）电子计价秤监管方面

相关法律法规的宣传、执行力度不够。一方面

是对相关国家政策的宣传和解释的力度不够，没有

清晰、明确的界定；另一方面是相关人员能力水平不

足，对国家政策不清楚和错误解读。监管主体职责

不明确、不到位，处理不及时、不痛不痒，助长了

违法行为。由于与处罚相关的法律法规相对陈旧，

处罚力度不大，对作弊秤的使用者不能起到足够的

打击和警示作用。监管没能形成长效机制，形式上

的一阵风和走过场，企业自身或是上级监管部门没

有切实履行监管职能。

同时，在执行强制检定工作时，检定员未能严

格按照检定规程开展检定工作。一方面是检定员水

平有待加强，检定规程的可操作性有待提高。另一

方面是检定机构的体制存在问题，很多作为差额拨

款或是自收自支的事业单位面临很多困难，捉襟见

肘的拨款，一岗多能的职工，这些都会影响检定工

作的公正性和有效性。

3  相关建议

（1）如何应对电子计价秤作弊

首先，农贸市场主办方也应该意识到问题的严

重性，应在市场内部增加公平秤的数量，加大巡查

力度。签订协议时应明确商户使用作弊电子秤就会

被处以罚款甚至清离出农贸市场，有条件市场可以

采取“四统一”模式。其次，市场监管部门应加强对

农贸市场在用电子秤的检查力度，加大对作弊电子

秤的作弊方法和防作弊手段的研究，监督市场主办

方做好相关工作，加大宣传和查处力度。

对普通消费者来说，确定电子秤是否作弊最简

单的方法是到公平秤上复秤，没有公平秤的地方，

也可以到其他商家的秤上复秤。如果无公平秤或是

复秤难度大，消费者也可以做好以下几点：仔细观

察电子秤的外观，如果电子秤没有外观标识或是标

识不清楚，生产厂家、规格型号、计量器具型式评

价（CPA）等信息不全时，电子秤作弊的可能性就很

大，消费者就要多加小心。也可以利用自己随身携

带的一些物品做成简易的“砝码”。如手机、钥匙

串，重量越重，防作弊的效果越显著。例如放在用

市场的公平秤显示手机的重量为135g，当我们把手

机放在商户的电子计价秤上，如果显示重量相同，

表示电子计价秤正常，如图11 所示。当我们购买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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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如图12（上面是1kg 的砝码作为商品，此时这

台秤已经打开作弊功能，显示1.050kg），放上简易

的砝码，如图13，看看增加的重量值与我们的真实

值是否一致，如果一致则说明正常，如果增加量相

差很多，则说明电子秤存在作弊的可能，此时显示

1.245kg，实际增加了195g。

图11  手机重量135g              图12  作弊开关打开             图13  作弊秤上手机重量

（2）监管方面的建议

①发挥市场主体地位和职能

在取消计量器具制造、修理计量器具许可后，为

企业进入电子计价秤的生产领域扫除了障碍，加大市

场竞争力度，加快优胜劣汰，实现电子计价秤生产企

业的自我革新，进一步激发其活力和创造力，在市场

竞争中建立自己的信誉、培育自己的品牌。

②创新和加强监管职能

监管部门从法律层面加强相关法律法规和违法

处罚措施的修订和出台，加强宣传，做到有法可

依、有法必依；加强对生产企业、经销商和使用者检

查和监管力度，做到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③加大宣传力度

使用户能够清楚地知道哪些是正规、合格的产

品，如何正确选择和挑选满足需求的电子计价秤，

如何正确使用；加大对那些生产、销售和使用非法电

子计价秤的厂家和个人的曝光力度，利用社会舆论

导向作用，曝光不合格产品，形成威慑；建立以监管

部门、检测机构、市场主体、经营业主、市民百姓

为主体的计量监管新机制，权责明确。

④加强相关技术、方法的应用

在当前大数据、云计算不断更新的大趋势下，

出现了专用称重仪表，多种接口选择可以连接互联

网的“智能电子计价秤”，电子计价秤内部的应用

软件支持远程网络升级，实现数据采集、存储、分

析、传输、加工、共享等多种功能，便于数据保存

和后期管理。

⑤改进检定工作存在的不足和缺陷

减少那些可能对检定工作的准确性、公正性产生

影响的因素，制定更加行之有效的检定依据，加强检

定员自身专业知识的学习，使检定工作在保证质量的

同时提高效率。加大计量检定机构的改革力度，使其

更好地发挥职能，使检定工作可以达到应有的成效，

为国民生产和公平交易发挥应有的基础性作用。

4  结语

总局针对电子计价秤及其生产企业的实际情况

发文责成各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加强对电子计价秤

产品的日常监督管理，大力督促和扶持小型企业技

术进步，帮助企业解决存在的质量问题，促进电子

计价秤产品质量的提高，更好地保护消费者的合法

权益。在农贸市场主办方和相关监管部门的不断努

力下农贸市场电子秤的作弊情况有所改善。作弊方

法万变不离其宗，作为消费者只要确认自己购买物

品的单价和重量，养成使用市场公平秤和“砝码”的

习惯，就能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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