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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11来临
警方发布网购预警
请看清这些诈骗伎俩

“11·11”网络购物高峰日即
将来临，乌鲁木齐市公安局刑侦
支队提醒消费者，今年以来，全市
网络诈骗发案2000余起，被骗金
额高达上千万元。高发案件类型
包括冒充网络客服、虚假网络购
物、虚假网络刷单等，广大消费者
在快乐网购的同时，要警惕这些
网络诈骗行为。

诈骗方式一：冒充网络客服
犯罪分子首先在购物网站上盗取

受害人的个人信息及购物时间等订单
详情，在货发出之前通过电话或短信
方式以订单失效、有误，需要退还支付
款为由，让被害人登录假网页（钓鱼网
页）或提供支付验证码等方式，诈骗受
害人财物。

诈骗方式二：虚假网络购物
犯罪分子通过自身创建的电子商

务网站或利用虚假身份信息在知名大
型交易网站进行注册，然后推出“超低
价”“二手货”“免税货”等虚假内容吸引
消费者。作案人要求购买者预付货款、
邮寄费、保证金，或是以货款被冻结为
由再次要求打款解冻。在收取众多的
汇款之后，诈骗者并不提供商品，甚至
干脆在网络上消失。另一种虚假购物
诈骗方式为，夸大其商品效能甚至是虚
假宣传，消费者购买到的实物与广告中
描述的并不一致。

此类交易有一共同特点，即是一律
采取先付款后发货的方式。一旦受害
人支付款项后，便再也联系不上原来亲
切热情的卖家了。

诈骗方式三：虚假网络刷单
犯罪分子在网络上发布虚假兼职

信息，以高额报酬诱使网民为某些购
物网店刷单。在兼职中，往往让受害
人先垫钱购买虚拟商品，在骗得钱款
后，就立即消失或者直接把应聘者拉
进黑名单。

在此提醒广大网络购物者应做好
以下预防措施：

1.接到客服打来的电话不要立即相
信，应先通过官网或其他正规渠道核实
电话的真实性。网络购物中，只使用网
络平台提供的官方客服沟通工具。

2.在官方认证的网站进行购物，谨
防钓鱼网站。

3.注意保护个人隐私，特别是身份
证、银行卡、手机号、家庭住址等，浏览
网页时切勿随意点击下载未知软件。

4.不要随意将自己手机收到的验证
码发给别人。

5.网络刷单这种兼职基本都是
骗局。

阅读理解＋奥数＋场外援助

双11“烧脑”优惠，
是真打折还是假便宜？

双11临近，消费者们带着对商品降价的期待，开启了“剁手”模
式。“新华视点”记者调查发现，除了往年被吐槽较多的“先涨后折”
等现象依然存在，今年被吐槽最多的是一些电商平台和商家“烧脑”
的花式优惠：定金膨胀、满减红包、直降红包、整点神券……优惠券
的使用规则复杂，有人甚至借助专门软件或组建微信群、QQ群研
究价格、互点红包进行“场外援助”等。不少消费者感叹：奥数不好，
这个双11都没法愉快地买买买了。

“一件衣服标价 500元，定金 15
元顶30元，前4000件定金翻3倍，每
件再直降 96元，零点前抢购再送无
门槛不折现红包 50元、满 599减 60
优惠券一张……请问：买这件衣服
最多能省多少钱？怎么搭配组合最
省钱？几点钟下单最省钱？”济南市
民刘先生感叹，今年的优惠规则太
复杂，考验网友的阅读理解能力和
数学计算能力，“就不能实实在在打
个折吗？”

不少消费者说，往年的双 11只
需把喜欢的商品提前放入购物车，
等到当天迅速下单、支付即可，但今
年，各类新型促销活动让不少消费
者“蒙圈”。

促销种类纷乱考验着消费者的
智商。跨电商平台经营商户滕飞告
诉记者，现在很多人都不得不借助
一些比价软件或第三方平台来算计
到底怎么买更划算。

记者发现，促销神券多，但是
想用并不容易。比如，有些优惠限

制使用地区、限制使用时段、限制
叠加使用等，有些没有真实、全面
地向消费者介绍相关优惠信息；又
比如，一些商家并未在售券页面写
明优惠券的具体使用规则，却直接
标明“不支持退货退款”“买家若误
删优惠券，本店均不做任何赔付处
理”等。

在某平台商家宣传中，一件599
元的大衣可以用 100元的优惠券来
抵扣，实际到手价是499元。但实际
上，消费者需要提前花1元来购买这
100元的优惠券，不仅有使用期限，
而且一旦付款不退不换。“花钱买
券”现象让一些消费者反感。济南
市民张璐说：“优惠券本来是一种优
惠，却要花钱买，虽然钱不多但觉得
不舒服。”

泰和泰（北京）律师事务所高级
合伙人刘汝忠律师表示，促销设计
本质上是以较小的折扣，增加消费
者的参与度，达到不损失过多利益
的情况下增加交易量。

老套路！“先涨后折”
在采访中，不少消费者表示双 11有

的商品确实比平时便宜了，但普遍感觉
折扣力度不如以往，有的商品甚至更贵
了。业内人士介绍，今年的“烧脑”营销
背后其实仍然存在不少老套路。

北京一卖家告诉记者，不少商家依
然会采取先涨价后打折或降价的方
式。比如，某款服装平时的网络售价为
300元，先提价到 600元，在双 11前后再
打五折。

记者在某电商平台看到自己一直关
注的一款耳机，平时售价2000元左右，而
双 11狂欢价 2400多元，原价更是标到了
5000元。

一名商家告诉记者，平台规定，双11
价格必须低于 9月 15日至 11月 10日期
间成交最低价的九折，11月12日至12月
11日期间不得低于双 11当天售价。但
是，所谓的折扣是按照专柜价，而非平时
的实际售价，“专柜价基本随便填”。

记者从山东省工商局了解到，在一些
电商平台，无论是自营还是非自营商品，
均存在以商品“专柜价”或“厂家建议价”
为基准价进行打折的行为，然而，这些专
柜价、建议价（原价）存在随意标注的情
况，涉嫌虚假折扣。

中国消费者协会副会长、中国人民大
学法学院教授刘俊海表示，虽然有些商品
即使“先涨后折”比平时能够便宜一些，但
这种做法本质上违反了商家对消费者的
信息披露义务，损害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和
公平交易权，实际上就是价格欺诈。

促销不实占投诉62%
上海消保委发布的 2016年双 11网

购投诉数据显示，促销优惠不实是投诉
最为集中的问题，占比62％。

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主任曹磊认
为，打击虚假宣传和价格欺诈等破坏网
购环境和商业诚信的行为，要从电商平
台的环境治理入手，如设置价格申报、监
管电子系统，将电商所售商品的平时价
格录入备案，同时对违规的商家和其所
在的电商平台课以重罚。

北京腾波律师事务所律师宋维强等
多位专家表示，市场经济由市场调节，销
售者根据自己的利益调整促销幅度，消
费者根据促销幅度选择是否购买。“但任
何创新都要贴合实际，不能过度创新，把
简单事情变得复杂，否则会引发消费者
反感，不仅会浪费消费者时间，而且可能
通过复杂的规则设下一个个消费陷阱。”
曹磊说。

山东省工商局消保处处长王桂民
说，工商部门会加强商品信息审查，全面
梳理参与促销活动的网络商品近期价
格，防范价格欺诈。

“烧脑”的花样多了，消费者蒙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