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引言

近年来，在开展电子计价秤市场秩序综合整治

中，执法人员在集贸市场的熟食区、家禽区、水产

品区以及一些称重后再加工的商品区，发现部分商

家使用具有输入固定密码、自定义密码作弊的电子

秤，达到“缺斤少两”的目的。此类电子秤关闭电源

后重启，就恢复到正常称重状态，具有很强的隐蔽

性，导致执法人员取证困难，增加了监管难点。以

下是结合集贸市场电子秤检定中剖析几款密码输入

电子秤作弊方式，供同行参考。

1  集贸市场电子秤作弊的主要原因分析

1.1  集贸市场主办者和经营者缺失法律法规意识

集贸市场主办者，对电子秤交易活动的重要性

认识不到位。只重视经济效益，轻视计量管理工

作，没有认真执行《集贸市场计量监督管理办法》的

规定，未尽到计量管理工作的主体责任。也未落实

日常电子秤使用情况的巡查，不及时更新经营户台

账信息，在申报检定时数据不一致，缺乏对电子秤

日常管理的严厉手段和量化目标。同时，集贸市场

主办者为了减轻电商对市场的冲击，节约成本吸引

商家入驻，故意放松对经营户电子秤的管理，纵然

使用作弊秤进行贸易结算也选择视而不见。

集贸市场经营者，一方面不遵守计量法律法

规，对电子秤强制检定工作比较抵触，漏检、拒

检，故意逃避违规电子秤的日常周期检定监管。另

一方面诚信经营意识淡薄，只追求短期利益最大化

而忽视长期效益，专门使用问题秤或故意破坏电子

秤准确度，在日常交易中损害消费者利益。

1.2  集贸市场公平秤配置及使用有待进一步规范

集贸市场设置公平秤，能够从源头上治理群众

反映的缺斤少两、电子秤作弊等问题。但是市场主

办者对配置公平秤的重要性认识不足，没有在市场

内显著位置或主要通道设置经强制检定合格的公平

秤，而是配置在角落里，导致公平秤使用率低，失

去应有的价值。

1.3  计量法律法规有待进一步健全

计量法律法规受社会发展和经济结构调整，难

以有效规范市场监管，现行计量法律法规对计量作

弊等违法行为处罚力度过低，缺乏对市场经营者的

责任规范[1]。例如：计量法第二十六条规定“使用

不合格的计量器具或者破坏计量器具准确度，给国

家和消费者造成损失的，责令赔偿损失，没收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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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具和违法所得，可以并处罚款[2]”。此条款未对

罚款数额作出规定，而计量法实施细则第四十六条

规定，将罚款限定在“2000 元以下”，此条款2000

元已是顶格罚款，对于一些经营户，这样的处罚成

本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仍有动机使用作弊秤降低成

本。因此，计量法律法规体系亟待完善。

2  密码输入电子秤作弊常见方式

2.1  “固定数字键＋去皮键”组合方式，输入

数字作弊键885.88

开机正常，加载一个5kg 标准砝码，秤的重量示

值窗口显示为5.000kg，依次按M1、M2、M3、M4、

M5、M6、M7、M8 等功能键，示值无变化。取下标

准砝码，输入数字885.88，按去皮键，单价框里的数

字885.88 消失，进入作弊状态。加载5kg 标准砝码，

示值5.000kg；按M1 键秤量示值变为5.250kg；按M2

键秤量示值为5.500kg；按M3 键秤量示值为5.750kg；

按M4 键秤量示值为6.000kg；按M5 键秤量示值为

6.250kg；按M6 键秤量示值为6.500kg；按M7 键秤

量示值为6.750kg；按M8 键秤量示值恢复到正常值

5.000kg。在作弊状态下，按M4 后进行秤量测试，加

载0.2kg 标准砝码，秤量示值为0.240kg；加载5kg 标

准砝码，秤量示值为6.000kg；加载15kg 标准砝码，

秤量示值为17.990kg；加载20kg 标准砝码，秤量示值

为24.000kg，测量结果称量示值严重超差。

2.2  “固定数字键＋背光键”组合方式，输入

数字作弊键2.15

开机正常，输入数字2.15 再按背光键，进入作

弊状态。加载5kg 标准砝码，依次按单价1，秤量示

值显示为4.985kg；按单价2，秤量示值为5.485kg；

按单价3，秤量示值为5.735；按单价4，秤量示值

为5.985kg；按单价5，秤量示值为6.235kg；按单价

6，秤量示值为6.485kg；按单价7，秤量示值恢复为

4.985kg。

2.3  “自定义数字键＋置零键”组合方式，输

入数字作弊键862

开机正常，输入数字862，按置零键，进入作弊

状态。加载5kg 标准砝码，秤量示值为5.000kg；按计

数键，秤量示值变为5.500kg；按动态键，秤量示值

变为6.000kg；按找钱键，秤量示值变为6.500kg；按

电压键，秤量示值恢复为5.000kg。

2.4  “自定义数字键＋置零键”组合方式，输

入数字作弊键72903

开机正常，输入数字72903，按置零键，进入作

弊状态。加载5kg 标准砝码，秤量示值显示5.000kg；

按计数键，秤量示值显示5.500kg；按动态键，秤量

示值显示6.010kg；按找钱键，秤量示值显示6.510kg；

按电压键，秤量示值恢复为5.000kg。

2.5  “自定义数字键＋去皮键”组合方式，输

入数字作弊键3

开机正常，输入数字3，按去皮键，进入作弊状

态。加载5kg标准砝码，秤量示值显示5.000kg；按M1

键，示值为5.250kg；按M2 键，示值为5.500；按M3

键，示值为5.750kg；按电压键，示值为6.000kg；按

动态键，示值为6.250kg；按计数键，示值为6.500kg；

按找钱键，示值恢复到5.000kg，按存储键，跳出作

弊状态，再按M1、M2、M3 秤量示值不变。

3  对策与措施 

3.1  加强集贸市场日常管理与执法监督

集贸市场电子秤作弊频发与市场主办者有很大

的关系。因此要推动多部门协同监管执法，加强对

市场主办方的约束，让市场主办者承担管理不到位

的责任，严格落实《计量法》和《集贸市场监督管理

办法》。在执法监督和检定过程中，发现市场中熟

食区、禽类区和水产区是作弊秤使用比较活跃的区

域，执法部门重点关注这些区域，日常检查，发现

一起处理一起，起到最大化的警示和震慑作用[3]。

3.2  合理设立集贸市场公平秤的摊位

市场内应多设立公平秤（有专人管理），尤其

是在每一层出口，设立公平秤（应有明确的指示说

明）。放置在高于柜台的固定位置，方便消费者清

晰读数，鼓励消费者多复秤，了解称重情况。

3.3  加大集贸市场计量防作弊法律法规的宣传

组织集贸市场管理人员，学习《计量法》《集贸

市场计量监督管理办法》和电子秤相关内容，使其

掌握专业知识。通过“3.15”消费者维权日、“5.20”

计量日等活动形式，向群众宣传电子秤作弊常见方

法，同时将一些不法经营户“缺斤短两”的行为进行

曝光，进一步增强群众计量防范意识，也提高了经

营户的自律行为，自觉抵制“问题秤”。

3.4  提升经营户的素质，提倡合法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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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者在市场日常管理中，向市场经营户着重

宣传诚信理念，着力提升经营户履行社会公开诚信

计量承诺，把诚信文化建设贯穿融入到市场日常管

理工作之中。实行经营户“诚信评比制度”，将诚

信计量纳入评选资格条件。获得“诚信商户”的经营

者，主办者在其摊位的显著位置挂“诚信商户牌”。

对计量失准行为的经营户，进行失信惩戒，主办者在

其摊位挂“失信商户牌”，取消诚信商户评选资格[4]。

3.5  及时修订法律法规，加大处罚力度

作弊秤屡禁不止，原因之一就是现行的法律法

规对经营户处罚力度较轻，国家和地方应及时制修

订相应的法律法规，加大对计量违法行为的曝光和

惩处力度，对故意破坏计量器具准确度的不法经营

户，将其列入个人征信系统，加大处罚力度，提高

违法成本。

3.6  严格执行集贸市场电子秤强制检定制度

集贸市场管理人员，做好经营户在用电子秤台

账，如有报废、新增、维修电子秤时，应及时更新

台账，按时在强制检定计量器具监管平台上申报电

子秤强制检定，同时编制检定计划表，向监管部门

备案。在用电子秤修理后，必须经法定计量检定机

构检定合格，加装能够有效防伪的铅封，粘贴合格

标签，方可使用。报废的电子秤，要在强制检定计

量器具监管平台上注销并向监管部门备案。严禁集

贸市场使用未检、超检或检定不合格的电子秤。法

定计量检定机构将检定情况汇总，反馈给集贸市场

和当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便于集贸市场对存在的

问题解决整改[5]。

3.7  探索软、硬件防作弊功能

针对电子秤通过键盘输入密码的方式来实现作

弊，可以借鉴加油机防作弊模块，在键盘与主机之

间设置专用接口（方便调整软件功能启用），安装可

查防作弊芯片，用于调整示值，存档一定时间内键

盘操作记录，在必要时执法人员调取复现查看电子

秤使用情况，可以在专用接口处打上铅封。

研发“电子秤计量信息管理系统”，以一个专属

二维码标签为媒介，实现“一秤一码”，扫码实时查

询电子秤基本信息（所属地、使用单位、型号规格、

唯一性编码、生产厂家、编号）和检定信息（检定

状态、检定单位、检定日期），精准定位疑议频次

较高的“作弊秤”，不仅能够规范电子秤使用管理，

保障秤准量足，还能实现全民参与的监管模式。

4  结语

规范集贸市场电子秤的合规使用，离不开市场

主办者、经营者、消费者、执法机构及检测机构等

多放的共同努力，各尽其责才能有效地杜绝集贸市

场密码输入电子秤的作弊行为，为消费者营造计量

准确、公平公正的市场贸易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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