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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昆歐遊打油詩
五百年店1

五百年店位稀奇，
臨湖臨河臨小溪。
嘩嘩流水天籟音，
溪中水車轉不息。

買不起黃金的人，盯上了「金包銀」 
「在金店2萬多元的鐲子，你可以用1000

多元拿下。」

在短視頻平台上，某「金包銀」品牌上

傳的作品中，只見師傅用機器將黃金壓成薄

如蟬翼的金箔，經過修剪、定形，熟練地用

器具將黃金薄片覆合在銀鐲子上。修整、打

磨、紋飾，一隻「金包銀」手鐲就做好了，

「只需要1克的黃金，就能做成金包銀效果的

古法素圈手鐲。」

隨著2024年以來黃金價格連續創下新

高，周大福、周生生、潮宏基、老鳳祥等知

名黃金品牌的首飾金金價都突破了800元/克

的關口，在價格上更佔優勢的金包銀產品悄

然走紅。與純金相似的精緻樣貌，卻不到純

金飾品十分之一的價格。

金包銀「花小錢，辦大事」的宣傳口號

聽著非常響亮，但不少行業人士對相關產品

卻充滿牴觸情緒，更有從業者直言：就像是

LV門店旁邊開了一家高仿店，讓人犯硌硬。

金包銀產品真的可以帶來黃金般的體驗

嗎？火熱的趨勢又能持續多久？

高金價帶火黃金「貴替」
金包銀，顧名思義，通常是在銀的表面

覆蓋一層薄薄的黃金，使其外觀呈現出與純

金相似的黃色。一位金包銀店主介紹，這種

設計是為了降低首飾成本的同時，還能擁有

黃金的質感和外觀。

廣東南方黃金市場研究院高級研究員、

國家註冊高級黃金分析師宋蔣圳告訴，金包

銀並不是什麼新鮮物種，相關工藝已經存在

很久，只是今年以來一路走高的金價讓金包

銀相關飾品走進了大眾視野。

金包銀在市場最大的優勢在於價格。其

外觀與純金首飾相差無幾，但價格卻比純金

產品要低出許多。瀏覽購買金包銀產品的相

關評價，「性價比」是出現頻率最高的關鍵

詞。

「同樣的佩戴效果，卻不到十分之一的

價格，實現黃金自由了！」「千元拿下流行

款金手鐲，真是花小錢辦大事」「結婚預算

有限，不想沒面子，買金包銀三金補足儀式

感」……

正在挑選首飾的齊夢，偶然刷到了金包

銀產品製作過程的短視頻，感歎「這和黃金

好相似」。在她看來，愛美之心人皆有之，

但首飾金金價從今年年初到現在漲了超過130

元/克，超過800元每克的高金價實在讓人下

不去手，但金包銀消費起來壓力就小多了，

「花千百塊錢就能感受到幾千甚至上萬元金

飾帶來的情緒價值滿足」。

齊夢還發現，和傳統印象中樣式單一的

金包銀不同，目前金包銀產品的樣式選擇較

多，不乏碎冰冰、卷草紋等流行設計工藝。

不僅如此，不少金包銀品牌還承諾可以對金

包銀產品進行「回收」，且按照購買時的克

重，這樣的承諾在一定程度上也打消了不少

疑慮。

值得注意的是，雖然一些金包銀產品宣

傳是黃金「平替」，但對比一些百元價位的

合金首飾，其動輒上千元的價格更像是「貴

替」。

走訪瞭解到，金包銀產品的價格計算方

式為：當日金銀價格+手工費。金銀價格均按

照當日價格來計算，產品視具體種類不同，

手工費一般在20—30元/克。

比如一款古法金手鐲，總重20.9克，按

照11月5日的金銀價格計算，金重1.9克，銀

重19克，手工費20元/克，總價算下來是1748

元。

金包銀手鐲樣式。圖/受訪者提供

線上銷售，成為金包銀產品開疆擴土

的一塊重要陣地。據媒體報道，有業內人士

透露，最近一個月，網絡上就多出了幾百家

「金包銀」銷售直播間。

隨著金包銀的製作視頻在社交平台流

行，越來越多的人瞭解到了這類產品，金包

銀也開始火到線下。多位打金店店主在社交

平台表示：「我們店每天都有來問有沒有金

包銀賣，比問純金產品的多好幾倍，在猶豫

要不要轉做金包銀。」

另一方面，黃金價格飆升導致金飾消費

遇冷，也讓黃金從業者倍感壓力，因此有不

少商家改賣金包銀產品，這也促成了金包銀

的流行。一位轉賣金包銀產品的店主表示：

「今年行業生存很困難，金店靠賣黃金都養

不起員工和房租了。」

爆火背後的亂象
但金包銀帶來的「黃金自由」，真的很

穩嗎？

本來心動金包銀的齊夢，也看到了不

少金包銀產品的「避雷帖」。其中，氧化變

色、磕碰斷裂、店舖跑路的經歷讓她警惕起

來，「買合金首飾只需要幾百塊，上千塊的

金包銀不算便宜，而且感覺水很深」。

齊夢告訴，令她打退堂鼓的，除了體驗

問題還有回收問題，市面上多家金包銀商家

都只回收從自家賣出的金包銀。

這意味著如果上游廠家出現問題，消費

者很容易遇到回收無門的情況。要是店家倒

閉跑路，後續產品的維護就更無從說起了。

宋蔣圳也指出，其實大部分客戶是不會

去找商家做回收的。因為回收過程中要考慮

佩戴中出現的黃金損耗現象，很容易出現糾

紛。

「更重要的是金包銀產品要絕對公正客

觀地鑒定，難免要進行破壞性檢測，檢測之

後首飾就廢了。」宋蔣圳強調，從保值投資

的角度看，要麼買金、要麼買銀，金包銀類

產品還是存在一定的價值風險。

況且，金包銀產品本身也有很深的「門

道」。齊夢發現，不同金包銀廠商的價格體

系並不相同，款式相似、重量相同的產品，

報價可以是幾百元，也可以是上千元。

這或與產品的具體工藝有關。宋蔣圳表

示，金包銀產品目前缺乏統一的認證標準，

這導致目前市場還有一些銀製品電鍍或電鑄

一層黃金的鍍金銀，也被當作金包銀銷售。

從業內人士處瞭解到，鍍金銀與金包銀

有本質不同。鍍金銀產品金鍍層較薄，一般

在3微米以下，一般一年左右會氧化；而金包

銀黃金含量較多，但2年左右也會出現一定的

氧化現象。這也是金包銀產品雖然外觀有時

可以以假亂真，但無法與真正足金產品畫等

號的關鍵原因。

換句話說，金包銀產品對售後的依賴，

相較於足金產品更高。目前來看，金包銀行

業雖然聲量漸起，但還沒有形成足夠成熟的

認證體系與配套售後體系。

事實上，在不少人的印象中，金包銀產

品總與騙局結合在一起。

知名黃金品牌夢金園，在今年就捲入了

一起「狸貓換太子」的金包銀糾紛。2024年8

月，山東濰坊公安跨省偵破系列「金包銀」

詐騙案件，夢金園正是該案的受害者之一。

據警方通報，自2024年4月份以來，經

事前預謀，犯罪團伙採取網購方式經某網絡

平台先後從夢金園等多家珠寶店購買黃金首

飾，後聯繫製作「金包銀」虛假同款首飾，

通過「七天無理由退貨」的方式頂包退貨實

施詐騙犯罪行為，涉案金額巨大。目前，案

件正在進一步偵辦中。

風口還能持續多久？
更重要的是，金包銀與純金產品外觀上

有極大的相似度，會在一定程度上給黃金行

業帶來潛在的信任危機。

很多消費者看過金包銀產品「栩栩如

生」的誕生過程之後不禁疑惑：金店會不會

把金包銀當成足金來賣？

這樣的質疑，也是金包銀令不少黃金從

業者感到排斥的重要原因。林凱在深圳水貝

從事黃金相關生意已有8年，他表示水貝市

場也有商戶選擇做金包銀，但這類商家相對

較少，更重要的是金包銀商戶有些「不受待

見」。

林凱認為，不僅是由於金包銀與足金行

業存在一定的競爭關係，行業對金包銀產品

排斥根源在於「真假分不清」。水貝出現金

包銀商家入駐之初，是有黃金商戶抗議反對

的。

「就像是LV門店旁邊開了一家高仿店，

讓人犯硌硬。」林凱如此形容。基於此，有

一些珠寶商場禁止售賣金包銀飾品。

這也導致沒有大型連鎖品牌金店會主動

去做金包銀產品。「金包銀完全考驗一個商

家的良心。賣足金的手鐲，純度與重量測定

一目瞭然，且有專業機構的鑒定證書；金包

銀產品可操作空間太大了，說是1克金，但有

商家用0.4克的金、20克的銀，利潤可以做到

800塊，誰又看得出來？」林凱告訴。

對此，深圳市市場監督管理局於今年10

月23日發佈了《關於規範鍍金銀首飾生產、

銷售行為的行政告知》，規範了金包銀的相

關產品標準。其中提到除非用機械加工方法

將金箔牢固地包在銀飾品外，否則不得稱為

「金包銀」，只能稱為「鍍金銀」；鍍金銀

飾須有標籤，標籤上須註明產品名稱、廠名

廠址、執行標準、總重量、合格證，如有充

分證據可證明所含金的純度、重量，可按實

際標示，生產者須對標籤內容的真實性負

責。

不信任的關鍵，仍然來自金包銀相關產

品一般情況下不會進行破壞性檢測的特性。

對於金包銀這種合金產品，在檢測方法不完

備的情況下，「虛標」帶來的盈利誘惑不可

謂不大。

目前金包銀的賽道正處於爆發期，雖

然面臨「黑紅」質疑，但這種黃金「貴替」

也被不少人視為下一個行業風口，社交平台

已經開始有金包銀品牌在加盟招商。林凱認

為，目前金包銀這個面向消費者正在接受

的、較為新鮮的市場，給了一些商家入局的

勇氣，更重要的還有利益驅動。

小學數學教材「防自學」？真相來了 
「你家孩子用的哪版教材？」「難度是

不是增加了，孩子能跟上嗎？」

今年秋季開學以來，許婧所在的家長群

對教材的討論熱度居高不下。她的兒子在北

京海澱某小學讀一年級，剛開學沒幾天就告

訴她，自己的課本和二年級學生去年的教材

不一樣。雖然都是北師大版，但封面基調從

藍色變成了綠色，字體和插畫也不同了。

今年8月，教育部公佈《2024年義務教

育國家課程教學用書目錄》。最新版教材已

於今年秋季新學期陸續投入使用，首先覆蓋

全國小學、初中一年級，三年內覆蓋義務教

育階段所有年級。數學教材仍遵循「一標多

本」原則，即同一個課標，有著人教版、北

師大版、北京版等不同版本。

家長對不同版本數學教材差異的敏感

性尤其高。許婧簡單搜索了下，發現新教材

在知識結構、方法講解和習題等方面都有調

整，有些慌亂。她告訴，有幾位本身就在教

育領域工作的家長在群裡稱，現有數學教材

「知識點藏在習題裡、結構跳躍、難以自

學」。社交平台上，不少家長甚至認為教材

「防自學」。

福建師範大學教育學院教授章勤瓊感

到，越來越多家長開始關注教材的合理性，

並因新教材的知識架構與其所學體系的差異

而感到焦慮。作為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小學

數學教材的編委，章勤瓊向表示，教材編寫

既要考慮學科知識邏輯，也要考慮學生認知

邏輯，是一個極具專業性的綜合問題，教學

目標的實現非常依賴於課堂教學。

知識組織方式改變
「10以內的加減法終於連在一起了。」

孫婉感歎。

她是四川某小學數學教研組組長，目

前在教二年級學生，有十餘年教授人教版數

學教材的經驗。對比了新舊兩版一年級上冊

後，她最大的感受一是排版變清爽了，二是

知識點編排更合理了。

人教版舊教材中，1—5、6—10的認識

與加減運算間，穿插了認識圖形；11—20的

認識與20以內的加法之間，穿插了認識鐘

錶。「之前的教學中，老師一般都會選擇跳

著講。即使只考慮整點和半點，鐘錶也涉及

大於10的數，因此會在學完20以內數的加減

後，再講授鐘錶，以及基本圖形的認知。」

孫婉告訴。新版教材將1—5、6—10的認識與

加減調整為兩個連續的單元，並且移除了認

識鐘錶的單元，這一改動受到了多位受訪教

師的支持。北師大版一年級新教材也將數與

圖形的編排做了相似的調整。

類似的改動還有不少。在更高年級，人

教版教材將分佈在不同冊的萬以內加減法整

合為一個單元，「兩位數乘兩位數」與「三

位數乘兩位數」整合為一個單元，「圖形的

位置」的內容整合為一個單元。

中國科學院院士、中國科學院數學與

系統科學研究院研究員周向宇是北京出版社

小學數學教材的主編，他向介紹說，總體來

看，數學課程內容變化不大，只對個別知識

點進行了微調。章勤瓊解釋，「微調」指的

是一些知識點的取捨，例如教材將方程的內

容移到初中進行學習，但在小學階段，與方

程相關的內容，例如用字母表示，依然是學

習重點。

知識組織方式的改變是更顯著的。周

向宇表示，教材加強了「綜合與實踐」領域

的編寫與設計，更加突顯數學學科與其他學

科的融合，更加重視學生解決真實問題的能

力，指向核心素養的提升。根據2022年版義

務教育課程標準（以下稱「新課標」），每

個學科要著力培養學生的核心素養，強調要

突出學科思想方法和探究方式，強化實踐型

育人。各科教材的編寫理念、素材選擇、編

排方式等，均以此為據。

「新課標要求教學更加結構化，這必

然在教材中有所體現。」章勤瓊稱。他介紹

說，以數的認識為例，小學階段，分別有20

以內數、百以內數、萬以內數、小數及分數

等的認識。不同「數的認識」的教學，都強

調計數單位的認識，讓孩子建立對數的本質

認知。孩子能在最開始就瞭解這些知識的共

同特點，以後遇到同領域知識的時候萌生出

「我學過」的想法。「這稱為可遷移的學習

經驗，新教材尤其重視。」

人教版教材在「11—20的認識」單元內

新增了一個「10的再認識」小節，增加了對

十進制原理的介紹。在孫婉看來，增加這一

小節極其重要。「大人可能覺得10以內和20

以內加減差別不大，但9和10是個分水嶺。對

孩子來說，這裡面不僅涉及湊十法、進退位

等基礎知識，還蘊藏著更宏大的進制思想，

便於與高年級銜接。」此外，新教材對新知

識的切入更自然，單元前的準備課改版成了

數學遊戲，將具體物體數量抽像為圓點，然

後再對應到數字符號，比舊版直接引入數字

更符合數字的誕生過程。

當前，新教材的使用反饋還在收集中。

教育部網站介紹，今年的國家統編教材經過

了550多所學校、10萬多名學生的試用，最終

由國家教材委員會審核通過。章勤瓊表示，

諸如數學等科目的非統編教材未完全定稿

前，都會經歷多輪專家研討和不同地區的試

教試學，有充足試用反饋後才能提交教育部

送審。

每版新教材投用前也都會進行教師培

訓。各版本教材都已於今年上半年開展了教

研員和骨幹教師的國家級示範培訓。章勤瓊

介紹，5月，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針對北師大

版新教材舉辦了一次國家級培訓，各地參會

教師超700人，包括各省和各市、區教研員。

同時，編委也在持續開展教材使用監測，及

時獲取反饋。「教材還處在不斷迭代發展的

過程中。」章勤瓊說。

對老師挑戰更大
隨著教材中情境化學習的占比越來越

高，許多家長發現，想要從教材目錄中梳理

出一個完整的學習脈絡越來越難了。

「我們自己上學時的教科書，每章每單

元的知識點在目錄裡能看得清清楚楚，而新

教材目錄裡會出現『數學好玩』『記錄我的

一天』等不那麼直觀的單元，將正常的知識

點隔開。」許婧困擾地說。她還發現，即使

新教材已經對知識點進行了一些歸並，一些

比較大型的知識點，例如分數，還是分散在

不同年級的教材裡。

孫婉在教學中發現，不論教材版本，

學生都會在三年級開始認識分數。教授分數

時，教材從「得不到整數結果的生活案例」

出發，引導學生認識分數，例如一個蘋果分

給兩個小朋友，每個小朋友有多少蘋果？這

時孩子會自然得出1/2的結論。但她也發現，

如果問題是「兩個蘋果分給四個小朋友，每

個小朋友能分得多少」，那麼學生有可能會

得出2/4的結論。這原本是正常的。因為按照

教材安排，學生要到五年級才會系統接觸約

分和通分的知識，但從2/4到1/2，有一個很

重要的抽像認知的轉變，如果不加引導，隔

了兩年之後，學生會突然被要求完成這一轉

變，會顯得突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