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概述

“作弊秤”即具有欺骗性使用特征的电子秤，

欺骗性使用是指通过操作者的主观意识，实施对称

重结果或货物总价的调整，破坏电子秤准确度，达

到欺骗消费者目的的过程，通常称之为“作弊活

动”[1]。随着“作弊秤”查处力度的加大和信息技术

的发展，“作弊秤”的作弊方式已由过去直接利用

“标定”功能调整电子秤准确性或者称重传感器加装

电阻通过按钮改变称重结果等显性作弊方式过渡到

更加隐蔽和灵活的方式。

农贸市场是贸易结算用电子秤使用的集中地，

同时也是“作弊秤”的隐藏地。针对市场监管部门委

托检验的从农贸市场查获的疑似“作弊秤”，计量技

术机构如何快速准确判定是一个难点。另一方面，

针对在农贸市场电子秤强制检定过程中发现的疑似

“作弊秤”进行快速甄别以及对处于“作弊”状态的

电子秤进行处置亦是一个难题。

1  “作弊秤”分类

目前，“作弊秤”的作弊方式主要分为两类，分

别为硬件电路改装遥控作弊方式和软件密码作弊方

式。[2]

（1）硬件电路改装遥控作弊方式

硬件电路改装遥控作弊方式主要是在秤体内电

路板上加装无线接收器，通过外部遥控来改变秤的

传感器输出，从而改变秤的真实示值。该型“作弊

秤”虽隐蔽，但可通过拆机查看电路板及称重传感

器连接线有无增加无线接收器进而作出判定。

（2）软件密码作弊方式

软件密码作弊方式主要表现为在电子秤内部芯

片植入作弊程序，使用时通过输入密码进入欺骗性

使用的模式，并按照预设的方式通过操作按键组合

达到调整称重结果的目的。该型“作弊秤”关机后再

重新开机或操作特定按键退出，即可恢复正常称重

模式。故该型“作弊秤”更加隐蔽，需要获知密码才

能判定。

从历年查获的“作弊秤”分析，硬件电路改装作

弊方式主要存在于大型批发市场的电子台秤、电子

地上衡和电子汽车衡，而普通农贸市场“作弊秤”绝

大多数为软件密码方式的电子计价秤和电子台秤。

针对软件密码作弊方式“作弊秤”的密码破解，

李玉红、武宏璋等人经研究开发出了密码破解设备

和检测系统，通过对“作弊秤”键盘模拟键值输入

密码，然后模拟称重传感器信号输入，再以图像识

别和处理为技术手段进行判断，使用穷举算法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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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译[3][4]。通过该技术路线开发的破解系统能够解密

多位、复杂密码的“作弊秤”，但其破解前需要把

电子秤拆机，另外破解耗时因密码复杂程度而定，

复杂密码可能耗费数日，故该系统不适用于日常农

贸市场电子秤监管工作中“作弊秤”的甄别。另外，

对于基层技术机构，由于经费欠缺和人员不足等原

因，配置此类设备系统难度较大。

2  农贸市场“作弊秤”使用特征

农贸市场“作弊秤”使用特征主要呈现使用集中

性、外观相似性和来源多样性。

（1）农贸市场“作弊秤”使用集中性

农贸市场“作弊秤”呈现使用集中性，主要表现

在地域集中和摊位集中。地域集中即“作弊秤”集

中在个别农贸市场且多为流动人口集中区块。流动

人口集中区块农贸市场人流量相对较大，市场管理

人员配比不足、管理能力欠缺，导致市场内计量器

具管理缺位。市场内商户互相影响，一旦有商户使

用“作弊秤”，其可通过看似低单价的“价格优势”

吸引顾客，而其他商户势必跟风使用“作弊秤”参与

竞争。

另一个集中是摊位集中，即“作弊秤”集中在农

贸市场商品单价高且不易复秤摊位，如鱼摊、禽肉

摊和熟食摊等摊位。鱼和鸡称重后一旦去除内脏就

无法复秤，熟食称重拌料后亦无法复秤，商户使用

“作弊秤”增重更加肆无忌惮。鱼、鸡和熟食单价较

高，商户“作弊秤”往往设置增重5% 或者10%，单

日获利可达数百元，且违法成本极低。

（2）“作弊秤”外观相似性

农贸市场“作弊秤”呈现外观相似性。农贸市场

“作弊秤”基本为密码型作弊秤，该型“作弊秤”隐

蔽性更高，增重比率可调。“作弊秤”基本无铅封，

外观、标示品牌或者商标标语呈高度相似性，且作

弊密码也高度类似，主要是由于该部分“作弊秤”来

源一致。

（3）“作弊秤”来源渠道多样性

农贸市场“作弊秤”呈现来源渠道多样性。大部

分农贸市场“作弊秤”由电子秤商贩送货上门，且一

些电子秤商贩无固定经营场所。另有部分农贸市场

“作弊秤”由商户通过网络渠道购买。

3  计量技术机构应对策略

针对农贸市场“作弊秤”的问题，计量技术机构

应切实提高计量技术支撑的能力，可从以下几个方

面着手积极应对：

（1）提升能力

计量技术机构应提升自身能力建设，做好经验

传承。通过多种渠道学习先进经验，如“作弊秤”密

码破解可通过相关文献学习总结[5]。针对日常工作中

遇到的“作弊秤”做好两个台账，一本是技术台账，

将查获“作弊秤”铭牌、图样、密码以及电子秤商标

标语等显著特征分类总结，并做好更新工作；另一

本是“作弊秤”查获台账，将使用“作弊秤”的摊

位和摊主信息整理成册，便于配合执法部门开展电

子计价秤专项行动并提供技术支持。同时，总结“作

弊秤”查处经验，可在计量技术机构内部开展培训

交流。

（2）明晰责权

计量技术机构应明确在“作弊秤”查处过程中的

职责，加强与市场监管部门的沟通协作。在受理市

场监管部门委托“作弊秤”判定时，技术机构应检查

相应的委托书和样品有效性，先确定属于何种类型

“作弊秤”，再按照“作弊秤”技术台账对“作弊秤”

进行甄别并全程录音录像。

而针对农贸市场电子秤强制检定过程中发现的

疑似“作弊秤”或者处于“作弊”状态的电子秤，技

术机构可同步做好摄像取证工作并及时将发现的“作

弊秤”移交市场监管部门进一步处理。

此外，技术机构应及时将农贸市场电子计价秤

强制检定结果和发现的“作弊秤”高发农贸市场及相

关摊位反馈给市场监管部门相应科室，便于其进一

步开展执法工作。

（3）加强交流

基层计量技术机构可加强与周边县市以及上级

计量技术机构的交流合作。鉴于“作弊秤”高度相似

性，且“作弊秤”售卖者跨区域流动，技术机构间可

加强技术交流，将查获的“作弊秤”显著特征和密码

共享，提高“作弊秤”鉴别和查处能力。

4  结语

笔者所在地区农贸市场经过计量技术机构、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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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管理方和行政监管部门的共同努力，“作弊秤”使

用现象已大为改观。但要彻底根除“作弊秤”，深

感力不从心，需要更多方参与其中，如立法上完善

相关法律法规，加大对“作弊秤”制造者、销售者

和使用者的惩戒力度；监管上建立起从电子秤制造、

销售到使用的全方位监管体系；技术机构加强对电子

秤防作弊功能的研究；市场管理方加强市场计量器具

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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