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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采访发现，近年来
“双十一”之中暗藏不少“陷
阱”，消费者应擦亮眼睛以防

遭遇被“坑”。

陷阱一：打折之前，暗中抬价

先涨价再降价，这一实体店惯
用的促销伎俩在今年“双十一”电
商大战前夕已见端倪。

研究生小臧心仪某品牌的单
反相机已久，一直在电商网站上观
望价格。她告诉记者，几天前，她
在某大型电器购物网站上看到该
款相机标价5099元，“第二天早上
再看，就涨到了5999元，这是在为

‘双十一’打折做预热么？”小臧在
微信朋友圈写道。

资深网购族廖小姐对被电商
炒得火热的“双十一”兴趣不大：

“不少所谓‘优惠’是把价格抬高之
后再折扣，算下来其实与之前差不
多。而且这不是个案，有些商品

‘双十一’前后只差几块钱而已。”
趁着“双十一”到来，大量上新

品也是商家的促销手法之一。记
者发现，新品的折扣往往很低，有
的只需三四折，但算下来却并不便
宜——商家为了让够“低”的折扣
吸引眼球，暗中抬高商品原价。

“款式差不多的两件羽绒服，
旧款的原价只要 1200 多，平日里
五折销售。但新品的价格设置在
1600 元，就算打 4 折，价格也并不
便宜。你以为你赚了，其实卖家才
是赢家。”廖小姐说。

陷阱二：人气赚够，“特价”缺货

以某样“特价商品”吸引客户
进店消费，从而带动别的商品销
售，这种促销手法也不鲜见。然
而，不少买家却反映，一些店铺里

“特价商品”经常付款后不发货，卖
家给的解释是“缺货”“售罄”或者

“备货不足”。
“想给爸爸买一个剃须刀，搜

到了一个价格最低的店铺，毫不犹
豫地拍下了。为了不浪费邮费，我
顺便还买了些别的东西。等了好
几天，却发现到手的东西中没有剃
须刀，卖家的解释是缺货，还主动
将剃须刀的钱退给了我。”长沙市
民姚雪说，剃须刀没买到，买了
一堆别的东西，但又不想自
己花邮费退回去，只好
认了。

陷阱三：
假货水货，鱼目混珠

低价商品中，也不乏
品质存疑的假货、水货鱼
目混珠。去年“双十一”，
就有不少网购了“花王”纸
尿裤的家长们通过微博等多种
渠道控诉维权，反映孩子用了

网购的“花王”纸尿裤，出现红屁
股、水状疱疹溃烂的症状。

以次充好的现象更容易发生
在“山寨”流行的电子数码产品领
域，长沙某高校大学生王予明告
诉记者，他“双十一”网购的某知
名品牌无线鼠标，用了半年后无
线接收器丢了，想在当地找售后
配，却被告知是仿品。“这样的商
品卖家‘双十一’这天卖了数千
件，恐怕大多数消费者都被蒙在
鼓里。”王予明说。

陷阱四：商品低价，运费“坑人”

“价格战”之余，消费者往往不
太在意的网购运费其实也暗藏着

“猫腻”。有不少消费者爆料称，促
销商品很低价，运费却是“天价”。

“买了一套沙发，价格挺便宜，
邮费当时付了200元。没过几天，
物流却打电话来让我去郊区一个地
点自提，否则送货上门要加价 300
元。我一个人怎么可能搬得动沙
发？咬咬牙只好多花300元。”长沙
的何女士告诉记者，大件物品的物
流费用并不高，但快递费用却不便
宜，商家模糊了二者的界限，在消费
者不知情的情况下，将运费变为另
一个“盈利空间”。

陷阱五：“双十一”最低，只是传说

“都说‘双十一’全年最低价，
可事实却不是如此。”网民刘女士
告诉记者，去年的“双十一”，天猫
一家服装店声称“不定时涨价”“越
早买越便宜”，她做足功课，甚至为
了抢到低价，11 日凌晨特意起床

“秒杀”，终于以“年度最低价”购买
了上千元冬装。

“双十一”过后几日，卖家果然
恢复了原价，刘女士很得意。不承
想，没过几天，卖家将价格调到了
更低。更让人恼火的是，不久之后
的“双十二”、圣诞节、元旦节，价格
又一再突破“新低”，刘女士彻底觉
得自己上了当：“‘双十一’最低，只
是个传说。”
综合新华社电

业界根据电商营
销力度及增长趋势判
断，今年天猫与淘宝

“双十一”销售额有望
超过 300 亿元，期间快
件量将突破4亿件。

一天销售额300亿
元，是什么概念？记者
查询几组数据作对比：
王府井百货前三季度营
业收入145.36亿元；沃
尔玛去年在中国的销售
额约 100 亿美元；国庆
黄金周期间，北京 110
家重点商业服务业企业
实现销售额67.1亿元；
广州9大商场销售额7.6
亿元；成都 9 家商场销
售额3.17亿元……

也就是说，如果天
猫与淘宝今年“双十
一”的销售能如预期达
到 300 亿元，就相当于
王府井百货三个季度
销量的两倍；相当于沃
尔玛中国半年销售额；
相当于国庆黄金周期
间北京110家重点商业
服务业企业销售额1.5
倍，广州 9 大商场 40
倍，成都九大商场近
100倍。

一问平台
秒杀会不会“空欢喜”？

“双十一熬夜不睡觉去抢
购，下单后却无法支付，显示系
统繁忙正在排队，等了半个小
时，支付页面终于恢复正常，但
因超时订单又被取消了。只能
重新下单，结果又排起长队。
一直等到凌晨２点都没有买
到。”淘宝买家黄女士说，去年

“双十一”，因为付款不顺，她
“空欢喜”了好几回。

淘宝内部人士介绍，2012
年“双十一”第一分钟，全国有
超过千万买家涌入天猫。中
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最新发
布的《“双十一”网购大促销用
户体验数据快报》中提到，参
与“双十一”网购大促销活动
的用户中，约 45%的受访用户

表示在“双十一”当天购物不
顺畅，网页浏览、充值、支付等
环节存在问题。

不少受访消费者表示，系
统运行问题已经严重影响了

“双十一”购物体验。那么，业
界预测销售量将再创新高的
今年“双十一”，是否能解决好
上述问题呢？对此，阿里集团
技术部副总裁刘振飞告诉记
者，今年为“双十一”准备的网
站承载量级是去年的一倍多，
可以支撑全国数亿网民同一
时刻涌入天猫，不发生迟
滞情况，“天猫、淘宝等手
机无线客服端的承载能
力，今年更是增加到去年
的25倍”。

往年“双十一”，网络专柜
代购店都是大热门。消费者
在商场看好了货号，以更加低
廉的价格，在代购店买下商
品。然而，关于假货、高仿货
的质疑，始终不绝于耳。

记者在淘宝网搜索“专柜
代购”关键词，得到400多万个
搜索结果。大多数代购店均
打出“支持专柜验货”“提供购
物小票”的招牌，以证明自己
代购商品的真实性。

专柜验货可行吗？以日
本护肤品牌芙丽芳丝代购为
例，在淘宝网搜索该品牌代
购，有数千个结果，不少卖家
参与“双十一”，折扣低到令人
咋舌，商品标题中还加入了

“支持验货”字样。
记者来到芙丽芳丝品牌位

于长沙某卖场的专柜。专柜销
售人员小邓说，在网上购买的商
品，专柜并没有“验货”的义务，
也并未与任何网店达成验货协

议。
记者随后来到多个

海外代购的品牌专柜，
销售人员都告诉记者，
只对从本专柜售出的商
品负责，大部分专柜没有验
货设备，也没有对网络购物
商品验货的义务。有关验货
的事宜，大多数品牌都由总公
司的相关部门负责。

淘宝网上某代购 fed 鞋子
的店主告诉记者，代购商品如
果是正品，大都是内部员工或
者职业代购人从非官方渠道
拿货，基本不可能有商场购物
小票，“都是自己打印的”。

记者在淘宝网搜索小票
据 打 印 机 ，竟 有 数 千 结 果 。
在 某 小 票 据 打 印 机 销 售 页
面，标价仅 100 多元一台，店
家还免费提供阿迪达斯、耐
克、银联卡等各式各样的小
票模板，11 月已售出 600 多
台。

二问商家
货品质量怎么验？

三问物流
快递会不会成“慢递”？

每一年“双十一”，都是对
全国物流行业的一次大考。
不少消费者反映，在“网购节”
期间，买下的商品常常迟迟收
不到货，快递都成了“慢递”。

天猫商城向记者透露的
统计信息显示，今年各大快
递公司紧急征调 100 多架飞
机解决“双十一”当天货运的
问题。

同时，各家物流、快递公
司 还 积 极 在 高 铁 上 拓 展 渠
道。目前至少有5家快递公司

已经参与高铁物流运营。
淘宝方面预计，截至目

前，全国有超过 100 万快递人
员在备战天猫“双十一”。国
内各家快递公司新增分拨中
心超过 150 个，增加操作场地
超 200 万平方米，其中，EMS
的南京处理中心甚至可以容
纳 19 辆飞机同时起降。各大
快递公司新增了 4000 辆车，
同时，为了应对北方可能出现
的恶劣天气，今年几大物流快
递公司还预备了铁路资源。

四问诚信
网购可能暗藏哪些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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