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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

预售、定金膨
胀金、满减红包、
直降红包……“双
十一”将至，各大电
商平台的促销活动
不断“翻陈出新”。
与往年相比，不少

“剁手族”直呼“规
则更复杂”“数学不
够 好 ，真 心 玩 不
转”。

这些让人眼花
缭乱的促销活动背
后，消费者到底能
有多少实惠？网购
可以更安心了吗？

“双十一”将至，促销活动不断“翻陈出新”

网购新“玩法”有多少老“套路”

单日销售额破亿元，全球200多个国家和
地区的商品参与其中……随着物流体系的不断
升级，“海淘”已成为“双十一”的必备项目之一。
但海淘并不意味着十全十美，有时甚至因为不能
享受常规售后服务，无法判定产品真假，或者因
一些错误的消费理念而错买。

洋货定比国货强？
无论在哪个海淘平台上，母婴商品一直

都是热销产品。尤其是奶粉、纸尿裤、婴幼儿
辅食、药品等产品，都常常成为“爆款”。但海
淘奶粉真的是最佳选择吗？

此前就有媒体海淘了19款热销奶粉，有
8个样品的铁、锰、碘、硒实测值不符合我国的
食品安全标准。乳业高级分析师宋亮说，中
国婴幼儿奶粉的国家标准除了参考国际标准
之外，还需要和中国母乳的特点相结合，补充
母乳中可能缺失的营养成分。而不同国家的
婴幼儿奶粉配方标准是不一样的，这和当地
的母乳分析研究结果有关。

“以日本为例，日本饮食中海产品比例较
高，反映到母乳中碘含量就不会缺，因此日本
的奶粉没有对碘含量作出规定。而中国人饮
食中海产品比较低，如果奶粉中不增加碘，婴
儿就有可能缺碘。”宋亮建议，即使要吃进口
的产品，也不建议走个人代购的渠道，而应选
择正规渠道进口、符合中国国标的奶粉。

国外“网红”莫轻信
随着健康观念逐渐深入人心，各种国外的

所谓养生用品也逐渐成了“网红”，其中最著名的
就是动辄几百上千元、火遍日本的水素水杯。

记者在淘宝上搜索“水素水”，找到了100
页以上的结果，一家售价 2300余元的“高浓
度水素水生成器”卖家就宣称，70％的人都处
于“亚健康”状态，而“水素水”可以有效清除
人体自由基，预防多种疾病，延缓衰老。

然而，水素水，又名“富氢水”，真的这么
神奇吗？其实即使是在大火的日本，水素水
也没有得到官方的承认。2016年，日本国立
健康营养研究所在其官方网站上发布消息表
示：“并没有得出水素水有效性和安全性的数
据。”科普作家、松鼠会成员云无心更是直言，
即使你的钱多得没处花，也没必要去支持这
样的东西。

“爆款”真身难判别
随着“双十一”临近，打开手机APP，越来

越多的“爆款”跃入眼帘，让不少消费者忍不
住想“剁手”。

“因为评论很高，而且很翔实，就想买来
试试看，但结果让人很尴尬。”花 700元买了
一款爆款手表的“90后”上海白领叶康说，收
到货后发现做工很粗糙，尤其是表盘的颜色
看着很劣质，但是小众品牌连线下能验货的
实体店都找不到，最后只能把这个“鸡肋”退
了。然而，让叶康更郁闷的是，花379元买了
一个法国的隔离霜，却闻到刺鼻气味，可是已
经拆封不能退货，只能默默放在角落里。

中国互联网协会信用评价中心法律顾问
赵占领表示，海淘的陷阱不少。一是假货，有
的是商家进货渠道出了问题，有的是商家自
己造假，伪造报关凭证；二是虚假宣传，有些
是假洋鬼子，拉到国外走一圈就成了海外产
品；三是产品质量问题，以次充好；四是售后
服务国内难以保证。⑥4 据新华社电

请收好这份
海淘“指南”

近日，国家质检总局
执法司下发《关于开展

“双十一”消费品电商领
域执法打假集中行动的
通知》，决定从10月25日
至11月15日在全国开展

“双十一”消费品电商领
域执法打假集中行动。

针对网购仍存在防
不胜防的消费陷阱，中国
社科院法学所助理研究
员周辉建议，在“双十一”

这样的促销节点，消费者
需特别注意网购过程中
的流程和细则。如果遇
到网购商品或服务质量
等问题，可通过协商、寻
求工商部门或其他第三
方维权机构帮助，遇到网
购欺诈的应及时举报维
权。

各地消费者协会也
适时发布消费警示，提醒
消费者提高警惕、谨防网

购陷阱。山西省消协相
关负责人表示，中国消费
者协会搭建了电商消费
维权绿色通道平台，并逐
步 与 全 国 各 级 消 协 对
接。消费者如果在网购
过程中遇到合法权益遭
受侵害的情况，可以直接
向当地消协投诉，并通过
维权绿色通道平台解决
消费纠纷。

一些专家认为，近年

来国家不断出台法律法
规净化网络环境，一些平
台的自律也逐步跟上，消
费者素养不断提高，消费
逐渐回归理性，多重因素
促使网购环境已开始向
好。同时，治理网购乱象
仍需政府相关部门、企
业、消费者共同努力，在
做大“增量”的同时，还要
不断“提质”。⑥4

据新华社电

打假在行动，网购陷阱需提防

假冒伪劣、虚标原价、
刷单炒信、误导宣传……
这些都是往年“双十一”
常见的“骗局”，今年又有
哪些“套路”需要额外注
意呢？

——预售模式“坑”
不少，规则不清“陷阱”
多。预售模式出现，较好
地解决了“双十一”当天
由于流量过大导致的系
统瘫痪，同时也给商家更
加精准的销售预估，库存
准备。但有业内人士指
出，消费者可能会遭遇

“定金”和“订金”的问题，
一般来说定金不退，订金
能退，各平台对于“双十

一”规则的设置应当公
开、透明，并且有特殊说
明，让消费者明明白白消
费。

——线上线下同款
商 品 ，质 量 却 不 一 样 。
很多网友有疑问，为何
网上买的纸巾薄很多，
同品牌的羊毛衫羊毛含
量少很多？业内人士指
出，由于一些品牌的货
品在“线上线下”仍未完
全打通，就存在电商专
供款，“价低降质”。中
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主
任 曹 磊 表 示 ，“ 电 商 专
供”商品与实体店销售
的产品看似一模一样，

仔细看会发现颜色、内
件配备或某些功能存在
差别。

——赠品不能享受
常规售后服务。不少网
友 都 买 过“ 买 一 赠 一 ”
的商品，例如买冰箱送
电饭煲，然而电饭煲坏
了 却 被 回 复 赠 品 无 保
修。浙江政法联律师事
务所律师巫琼妮表示，
《网络商品和服务集中
促 销 活 动 管 理 暂 行 规
定》明 确 ，网 络 集 中 促
销经营者在促销活动中
销 售 、附 赠 的 商 品 ，应
符 合《产 品 质 量 法》的
规 定 ，不 得 销 售 、附 赠

国家明令禁止销售的商
品，不得因促销降低商
品质量。附赠的商品，
也应根据相关规定提供

“三包”服务。
——先涨后打折成

“潜规则”。广东一位卖
家告诉记者，为制造低
价，不少商家会采取先
涨价后降价的方式。比
如，某款女装平时的网
络 售 价 为 200元 ，标 示
原价为 300元，在“双十
一”前商家突然将原价
标 示 为 390元 ，活 动 为
打五折，实际销售价格
为 195元 ，比 平 常 售 价
只低5元。

新“玩法”背后有哪些老“套路”？

今年的“双十一”，买
家不仅要“拼手速”，还要

“考脑力”。记者注意到，
淘宝官方给出的“双十
一”攻略里，促销节期间
各种名目的活动就有 14
种；京东则在不同时期有
不同的主题购，且多以10
至 30元定金为主，成 1.5
至 3倍翻倍；苏宁易购的
消费者可以通过玩游戏

的方式赚红包……
来自成都的消费者

许女士研究促销规则多
日。她发现今年一些平
台 的 定 金 膨 胀 金 要 靠
抢。“只有在指定时间内
前多少名的才有机会翻
倍……每年的规则都不
同，一个电商平台上就
有好几种‘玩法’，数学
已经不够用了。”许女士

说。
今年已是“双十一”

的第 9年。浙江大学教
授 金 雪 军 认 为 ，“ 双 十
一”营造了国内一年一
度的“消费狂欢”，其影
响 力 也 逐 渐 扩 大 到 全
球。但在国内市场，其
中违法违规行为多有发
生，不仅损害了消费者
的权益，而且破坏了网

购的生态环境，需要“剁
手族”们擦亮眼睛。

中国电子商务投诉
与维权公共服务平台于
近日公布的统计显示，

“双十一”后一个月内是
消费投诉高峰期，数量也
呈现逐年上升趋势，其中
2015年 同 比 上 年 增 长
18.60％，2016年同比上
年增长26.27％。

“买买买”，考的不仅是数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