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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一：个人卖家身份应该实名制
目前，有关网购的投诉主要针对个人卖家。因为

很多网店只显示所在地，卖家的真实身份和地址根本
不显示。一旦交易发生纠纷，消费者除了向交易平台
求助，就没有更好的办法了。对此，北京市消费者协
会法律与投诉事务部主任郎丹柯表示：“我们在处理
网络投诉时经常找不到商家地址。不少网店卖家并
没有注册工商执照，我们希望交易平台能要求个人卖
家在网店的显著位置公示自己的真实姓名、地址等信
息。一旦实行实名制，很多卖家就会自律，相关部门
在处理投诉问题时也能更有力度。”

建议二：选择有第三方保障的网站购物
北京电子商务协会副秘书长林亚表示，目前北京

从事B2C业务的网络购物平台有 70家左右，其中有
40多家会员单位已纳入协会管理，得到协会的服务和

监督。消费者最好选择这些有第三方保障的正规网
站进行购物，否则一旦出现纠纷，很难挽回损失。

建议三：“菜鸟级”网民别选C2C方式
北京市电子商务协会网上交易保障中心CEO乔

聪军介绍，目前消费者参与的网络购物模式主要有
B2C和 C2C两种。所谓 B2C是指商家对个人，如当
当、卓越、乐友、新浪商城等，消费者购买的商品可以
获得商家提供的发票，商品出现问题可以与商家协议
解决。所谓C2C指的是以淘宝、eBay为代表的，由个
人卖家面对消费者的网络交易模式。淘宝提供的是
交易平台，这一点类似小商品批发市场。C2C的形式
因产品丰富、价格低廉，受到很多消费者青睐，但这些
个人卖家的信用程度良莠不齐，一旦出现问题很难得
到解决。因此，建议初尝网购滋味的入门级消费者，
尽量选择B2C的形式。

案例二：最牛假钞
“网络打假要和打

击假钞一样坚决”

“假”流来袭
网购处处有陷阱，“秒”到也能被“杀”

“秒杀”是由网络卖家发布超低价格的商品，约定
时间让买家抢购。由于商品价格低廉，一上架就被抢
购一空，有时甚至只用一秒钟，因此叫“秒杀”。这种新
的竞拍方式刚在淘宝上发起时，据称有网友只花了几
十元甚至1元钱就买到了笔记本电脑、钻石戒指等。

如今，在淘宝、易趣等大型购物网中，“秒杀店”数
量猛增，其生意也异常火爆。记者在淘宝上搜索“秒
杀”，得到 25万多个结果。据了解，在众多“秒杀店”
中，有很多是打着“秒杀”幌子的行骗者。

陷阱一：虚假价格诱人买
所谓“秒杀”，手快换来的就应该是便宜，但实际

上，很多“秒杀”纯粹是糊弄人。
前不久，一位陈小姐就上了当。她参加了一个皇

冠级别卖家的限量版“秒杀”，为此她在网上熬到午夜
12点，最终花48元“秒”到一双鞋。因为是第一次“秒
杀”成功，陈小姐非常兴奋。几天后，陈小姐无意中发
现，这家店又贴出了那款鞋的图片，其正常售价也是
48元一双。她立刻到其他店铺搜索同一款鞋，结果正
常售价才42元。

陷阱二：捆绑销售坑人钱
另一种假“秒杀”的“技术含量”更高，那就是捆绑

销售。
30岁的翟先生是位资深“秒客”，有一次“秒杀”一

款电动牙刷，原价 248元，“秒”价仅 88元。由于久经
杀场，他顺利“秒”到了一件。但付款后，店家却提示

他看一份“客户须知”。他找了半天，发现店铺页面最
下面有几行小字，上面写着每购买一副牙刷要搭配一
幅画，这幅画另外收钱，要 188元。翟先生觉得那幅
画最多就值20元钱，这么一算，牙刷等于没便宜。

网友“超级水表”告诉记者，他日前以 99元“秒”
到一款钻戒，谁知戒指的戒托需要额外付费，价值
1299元。他一气之下终止购买，结果算是违约，他那
99元也被店家拐跑了。

陷阱三：假冒伪劣充正品
价格便宜，成为众多“秒客”热衷此道的最大原

因。但在便宜的背后，不容忽视的是，假冒伪劣商品
也充斥着各个网购平台的“秒杀频道”。

翟先生对记者讲了他另一个不愉快的“秒杀”经
历。那次他帮老婆“秒”一条名牌裤子，以 48 元胜
出。付款、发货都很顺利，两天后货就到了。细心的
老婆一拿到裤子就发现是标准的“山寨货”。

陷阱四：拒绝交易骗点击
还有很多“秒杀店”，在消费者成功“秒”到商品后

迟迟不发货，以此为手段拒绝完成交易，其目的是通
过“秒杀”制作噱头，提高其网店的点击量，但又不想
低价让利。

这种现象如今非常普遍，大部分“秒客”都遇到过
这种情况。翟先生告诉记者，在他近几年的“秒客”生
涯中，遇到这种情况不下30次。他总结，出售数码产
品的网店常出现该现象。

钓鱼网站
所谓网络钓鱼，就是通过大量

发送声称来自于银行或其他知名
机构的欺骗性垃圾邮件，意图引诱
收信人给出敏感信息的一种攻击
方式。如果黑客掌握了这些个人
信息，就有可能假冒受害者进行欺
诈性金融交易。

霸王条款
就是商家强迫消费者签订的

不平等条款，在网购平台上，这种
不平等条款很常见。细数网购霸
王条款，最常见的包括：本网站保
留随时修改或中断服务而不需通
知用户的权利；用户明确同意信息
服务的使用由用户个人承担风险；
网站对任何直接、间接、偶然、特殊
的损害不负责任；在本站购买的商
品，自购买日起某日内出现性能故
障，您可以选择退货、换货
或修理；本网站永不退款。

缺斤少两
如果和街边的小摊贩

常打交道，就不可避免遇到
这种情况。而在网上，该现
象也经常出现。网购中，缺
斤少两最常见的商品是各
种充值卡，特别是有些上网
卡“寿命很短”。有些上网
卡承诺能上一年或半年，但
实际上最多只能用一个月。

昂贵邮费
很多网店卖东西不挣

钱，挣的是快递费。这些
店10元钱进的货10元钱
就敢卖，为的是“走量”。
一般邮费只要10元钱，这
些网店会要15元，一天发
好几百次，净挣快递钱。

不给发票
保护消费者权益的一

个常识是，消费者要享受三
包服务时，商家必须提供发
票及保修卡。但网上很多
商家不提供发票及保修卡，
或者提供假发票。

1.1.整过容动过刀的“假”明星。整过容动过刀的“假”明星。 5%5%
2.2.假钞，让我眼泪哗哗的。假钞，让我眼泪哗哗的。 19%19%
3.3.形形色色的假冒伪劣商品。形形色色的假冒伪劣商品。 23%23%
4.4.假广告，想说爱你不容易！假广告，想说爱你不容易！ 16%16%

5.5.大腕们说不清道不明的“假事”。大腕们说不清道不明的“假事”。 7%7%
6.6.假股神，让我赔了夫人又卖房。假股神，让我赔了夫人又卖房。 7%7%

7.7.假导游，骗游客高价买假货。假导游，骗游客高价买假货。 15%15%
8.8.体育界的各种假球、假年龄。体育界的各种假球、假年龄。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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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购陷阱·秒杀

网购陷阱·防范

案例一：网络相亲
像雾像雨又像风，

哥被忽悠了
网友“明日之星”说，他看

电影《非诚勿扰》大受启发，学
葛优在网上发征婚帖，一下子
搜罗了不少“美女”。经过两
个月的相亲后，他绝望了。不
仅没有一个靠谱的美女，还认
识了不少想当“二奶”的，最可
悲的是还有变性人前来相亲。

网购陷阱·关键词

网
络
调
查

你最痛恨什么“假”？你最痛恨什么“假”？

真实版大杯具
网购上当者常用的一句流行语“杯具”如今有了真实版。近日，长沙人民北路

一广场上，一个巨大的杯具很吸引眼球。杯具顶部写着：“假冒伪劣是一个大杯
具！”它还有商标，商家称此商标是他们发明的新字，只是不知道这个字该怎么念，
所以摆出来请大家帮忙想个发音。

这个大杯具身上有很多圆圈，据说是电压力锅里的胶圈。商家借“3·15”搞活
动，消费者可用旧胶圈换新胶圈。结果他们发现，很多旧胶圈都是假货，所以才想
到用“悲剧”来提醒大家，压力锅如果用假胶圈，很容易发生爆炸。

“假”流·创意

又逢“又逢“33··1515”，尽管这”，尽管这
些年市场秩序日益健全，些年市场秩序日益健全，
但阳光下依然有阴影。但阳光下依然有阴影。
网上购物，成为一种新的网上购物，成为一种新的
消费时尚，但在方便、实消费时尚，但在方便、实
惠的同时，又成为消费者惠的同时，又成为消费者
投诉的重灾区。随着网投诉的重灾区。随着网
购不断“升级”，“秒杀”成购不断“升级”，“秒杀”成
了新宠。但这个看似是了新宠。但这个看似是
捡便宜的重要途径，却处捡便宜的重要途径，却处
处存在陷阱……处存在陷阱……

某日，一妇女拿
着假钞去买早点。
店家恼了：“大姐，你
给假钞也就算了，起
码是张印的，你这张
居然是画的！退一
万步说，画的也就算
了，你给画一张10元
的、5元的都行，还画
张 7 元的！7 元的
吧，最起码也得是彩
色的啊，居然用铅笔
画。黑白的吧，居然
还是用手纸画的。手
感太差了！就算是手
纸，也该用剪刀剪齐
了，这个是用手撕
的。行，毛边我也忍
了，可你也撕个长方
形啊，这个三角形的
就太说不过去了！”

这个笑话最近
在网上很流行，大家
笑过之后，纷纷诉说
自己收到假钞的囧
事。有网友说得好：
“网络打假要和打击

假钞一样坚决！”
据《法制晚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