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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消费者协会发布“双11”消费警示，提醒“剁手”前先学会“避坑”——

理性消费，不被虚假折扣迷惑
□本报记者 李 玉

“双 11”临近，各大
网站、商家已提前造势，
从衣食住行到吃喝玩乐，
以各种优惠、促销方式吸
引眼球。作为消费者，尤
其 是 年 轻 人 ，一 到“ 双
11”便花钱如流水。今年
从 10月 20日零点开始，

“双 11”活动启动，天猫
开启预售，支付定金即可
获得立减优惠，更能抢
1111元红包。市消费者
协会发布消费警示，提醒
购物时要根据自身需求
理性消费。

迎接“双 11”，要选信誉好的商
家下单。对于秒杀、0元抢购、付定
金立减等促销活动，切忌盲目消费。
建议消费者要多了解市场、货比三
家，警惕高标低折，明降暗升等陷阱，
买真正需要又实惠的产品。

记者走访市场后发现，有不少
商家线上线下全渠道联动，有的还
推出“双11”爆款。为避开高峰期，
很 多 实 体 店 提 前 开 启“ 双 11”活
动。百里奚路上一家天猫实体店半

个月前已推出“同价双 11”活动。
线上线下同步进行。从 10月 28日
到 11月 10日每天上午 10点，即可
0.1元秒杀 1000元代金券，且无消
费门槛限制。更有购物津贴及大额
满减活动。“双 11”当天，还有第二
件商品0元购名额。

打开一些省钱购物 APP，已经
为你筛选出各种优惠商品。抢券加
购嗨不停、心愿清单全攻略、全球妙
物抢先购……各大平台活动准备得

热热闹闹，但业内人士也提醒，在买
之前，一定要保持理性消费，注意

“避坑”。有的卖场，还会摆出一些
超低价格的商品吸引你。当你真正
去关注该商品时，销售顾问会告诉
你需要消费多少才能享受。本着多
买多优惠的原则，极力推荐参加满
减活动，有时候还会拿出销售清单，
告诉你再不赶紧下手就要抢光了。
在不知不觉中，已经买下多件实际
并没什么优惠的商品。

货比三家，买真正实惠的商品

消费者协会荆东风秘书长表
示，“双11”作为网购消费的一个热
潮，商家会适时推出各种优惠、打折
活动。对消费者来说是件好事，可
以少花钱多办事。但也有个别不良
商家，打着“双 11”优惠促销的旗
号，让消费者提前订购，提前付款，
出售一些价高质低的商品。还有一
些商家限制消费门槛，消费者交了
钱以后得不到真正的实惠。

很多商家都会推出各种噱头，

吸引消费者多次消费。这时候需要
我们擦亮眼睛，理性消费，不为低价
所惑。更不能相信商家的一些广告
宣传，不被超低价误导。即使商家
承诺 7天无理由退款，也不要轻易
去下单。如果只图价格低，买到了
不实用的产品，再来回退货，不仅给
自己找麻烦，还给商家增加负担。
有的实体店线上线下活动同时进
行，或者是网购后到实体店提货，一
般特别优惠的价位根本落实不到

位。
消费者还要慎重预付定金，付

款时一定要弄清相关细节。跟商
家协商送货时间，确认抢购的商品
是否抢到，能否及时送货。活动期
间抢购的商品是否施行“三包”政
策，如果对产品不满意能不能退
货。“双 11”过后，有的商家告诉消
费者因为抢购商品数量有限，不能
兑现产品，承诺“双 11”过后四十
天再退款。

理性消费，不被虚假折扣迷惑

市民李女士说：“‘双 11’快到
了，购物车里已经放了很多心仪的
商品，空闲的时候都会过来看看价
格。发现一个多月前曾经收藏的一
个洗澡盆价格上调了 30多元。发
现商家的价格猫腻后，仔细核对商

品价格，果断删除了一些不必要的
商品。”

“去年‘双 11’我在网上给孩子
选购了一条加绒的裤子，往常 4天
左右就能到货，那次快一周了商家
还没发货，反复提醒后半个多月才

收到货。”一位宝妈说，“有的商家大
概是提前预售，销量超过了预期，导
致商家库存紧张。他们才一边备货
一边发货，这就不能保证商品质量，
所以急需的商品最好提前购买。避
免漫长的等待。”

随用随买，“双11”不凑热闹

“双十一”即将来临，各大电商
平台为吸引消费者下单，纷纷推出
各种促销活动。消费者在享受价格
优惠的同时，也曾遭遇过网购虚假
宣传、先涨后降、虚构“原价”等问
题。面对火热的购物氛围，消费者
在“双十一”网络购物时，应科学选
择，理性消费。

一“要”理性选择，根据自身需
要购买。网购方式方便、快捷，消费
者只需点击页面，敲打键盘，不受时
间地点限制，轻松购物，导致部分消
费者因一时冲动缺乏理性，盲目购

买，建议消费者在选择购买商品时
自觉增强目的性，选择自身需要和
适用的商品。

二“要”多比较，多留意备购商
品信息。为防止掉入网店虚假促销
的陷阱，消费者对自身选购的商品
可通过多家电商平台、不同网店进
行比较。

三“要”选择讲诚信、信誉高的商
家，谨防受骗。消费者尽量选择大
型、规范的网购平台和信誉度高的网
店，采用第三方支付方式付款，特别
要对以短信、链接、支付宝、微信等脱

离平台方式私下付款方式保持警惕。
四“要”注意保留消费凭证，以利

维权。消费者应跟商家多沟通，详细
了解商品情况、付款方式、售后服务、
保修范围、期限等，并注意保存相关
沟通记录。在点击购物时，注意保存
相关网页和付款凭证，索要发票，保
留相关凭据，以利事后维权。

五“要”先验货再签收。网购商
品涉及网店、快递等多个环节，且运
输时间较长，各环节都有可能损坏商
品，特别是购买贵重或易碎物品的消
费者要注意在签收前开箱验货。③7

对于网络达人来说，一年一度的“双
11”网购盛宴即将拉开帷幕，记者从南阳市
工商局获悉，今年截至目前全市涉及网购
的投诉、举报、咨询有120余件，比去年同期
增长12%，问题主要涉及商品质量、退换货
纠纷、虚假宣传、快递速度慢、赔付难等问
题，市工商局发布消费警示。

商品质量与承诺不符
贵阳消费者王某通过阿里巴巴网购平

台订购某菇品购销公司的香菇，消费 1400
元运费。拍之前，卖家一再承诺本人所拍
产品与他发过来的图片一致，并承诺是
2017年产品且同一批次经过筛选分拣后香
菇大小一致。但实际收到的货，与卖家承
诺严重不符：随后王先生投诉至西峡县工
商局，最终商家承认了自己的不诚信行为，
向王先生道歉并赔偿1000元。

消费提醒：对于像王先生网购大宗物
品的情况，应提前与商家签订协议，就商品
质量、等级、规格、数量、交付时间、付款方
式等做出详细约定，并保存聊天记录等证
据。一旦出现纠纷，应积极向购物网站平
台或实体店铺所在地工商部门投诉。

谨防网店虚假宣传
市民刘先生网购一张床垫，商家在网

页上宣称有增强免疫力、补气、提高睡眠质
量等多重功效，可收到实物后却发现床垫
及包装上没有厂名、厂址等，系“三无”产
品。刘先生认为商家是虚假宣传，要求退
货。经工商所介入，最终商家为刘先生办
理了退货，并对其虚假宣传、涉嫌“三无”产
品问题展开调查。

消费提醒：《广告法》第二十八条明确
规定：“广告以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内容欺
骗、误导消费者的，构成虚假广告。”如果商
家的网页宣传上有虚假内容，对消费者的
实际购买行为造成误导的，可以依据《广告
法》等相关法规进行查处。遇到卖家对商
品有模棱两可的介绍时，一定要向卖家询
问清楚。并将咨询的信息截屏保存，作为
今后维权的有效证据。

保留相关证据及时维权
外地吴先生通过网购花了一万元购买

一件和田玉摆件，收到后不满意，又退回给
商家，可商家却表示收到货后包裹内没有
东西。经工商所及网站售后介入，调取相
关照片及视频显示，买家退货时经快递收
验货，但商家并未开箱验货，是收货后又返
回宣称自己收到的。③7

□本报记者 李 玉
通讯员 魏 民 来小可

又到“双11”，工商局提醒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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