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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都说网店卖的商品价格比实体店便宜，
可近来以“网购达人”自诩的邓小姐却在“价
比三家”中吃了亏。
邓小姐在网上看中一台品牌彩电，电商

称商品的标示价格为 !!""元，促销价 #!$$

元。邓小姐一时没有在互联网上求证到别的
价格，不过抱着“网店总比实体店便宜”的“经
验”，还是下了单。过了没多久，朋友告诉邓小
姐，在该彩电的官方专卖店内看到价格为
!#%"元，低于电商提供的标示价格。

记者了解到，今年 &&月 !日，国家发展

改革委价格监督检查与反垄断局在国家发改
委官网公开发布《关于规范网络零售价格行
为的提醒书》。《提醒书》中提到，在网络上销
售商品和提供服务，应当同实体店一样，自觉
依法明码标价。标价内容要真实明确、清晰醒
目，价格变动要及时调整。虚假优惠折扣，标
示的打折前价格或者通过实际成交价及折扣
幅度计算出的打折前价格高于原价，认定为
价格违法行为。而该电商修改商品原定价的
行为，实际已经违法了这一规定。

本报记者 曹文清 见习记者 徐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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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购物“七大陷阱”暗藏玄机
! ! ! !买到货物不满意、想退
货，这本身是消费者在网购
时应有的维权权力。但也有
极少数消费者“心怀鬼胎”，
利用京东等电商推出的“'

天无理由退货”，购买商品后
立即退货，退货时用次品代
替调包。公安部门警示消费
者，此行为已触及法律底线。
记者从警方获悉，今年，

他们接京东客服反映一客户
经常购买奢侈品，并反复退
货。网站怀疑其多次利用“'

天无理由退换货”，对公司奢
侈品调包。随后通过对该客
户 (份订单作跟踪，并对其
中 )件商品做特殊标记且全
程录像取证的方式，最终确
定其“调包”行为属实。

调查后，警方在客户操
作退货过程中当场将其抓
捕，并在其家中搜出大量正
品奢侈品和假冒伪劣商品。
到案后，该客户承认自己事先对比过网站奢
侈品样式，从其他网站低价购买类似假冒伪
劣商品，随后购买正牌奢侈品，利用“'天无
理由退换货政策”和编造各种理由退货，上演
了一幕“调包计”，涉及商品包括 *+,*-,!

,.、/,010、宝缇嘉、23145等。
公安部门提醒消费者，市民网购时也要

守住诚信底线。对于此类故意掉包，欺诈网站
构成犯罪的行为，公安机关将严肃查处。

见习记者 徐驰 本报记者 曹文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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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面对!满抵"满减"满送#"秒杀抢购等

促销活动$消费者应提前了解规则%如有积分

或优惠券$要看清其使用条件"方法和期限&

有奖促销活动$要查看其公示的抽奖方法%同

时$消费者可对电商的宣传页面"活动细则"

订单详情"聊天记录等做好截屏$以防商家事

后私自取消订单"改动规则%

! 消费者网购应选信誉好" 口碑佳的商

家$切莫一味贪图低价而忽视了商家的售后服

务% 除了货比!三家#之外$还可以通过查看商

家信誉" 评价等信息选择售后服务佳的商家$

远离退换货手续复杂"退款拖延"售后态度差"

拒不承担!七日无理由退货#的问题商家%

! 因网购交易信息泄露而上当受骗的

案例屡有发生%消费者在遇到可疑情况时$应

及时与官网客服联系并核实$避免上当受骗%

随着支付方式"支付渠道的增多$消费者要增

强安全支付意识$切勿轻信他人的付款要求"

网页链接或扫入二维码等%

! !双 !!#促销力度较大$消费者切莫

因商品价格便宜而冲动购买暂不需要的物

品% 对于急需使用的物品$可提前!错峰#网

购% !双 !!#前$消费者可将需要购买的物品

列好清单"货比三家后加入购物车$并留意更

新信息%贵重"大件类物品如家电"家具等$消

费者还应前往实体门店体验后再订购%

本报记者 曹文清 陈杰 见习记者 徐驰

! ! ! !购买时只要轻点“付款”就能买到商品，
退货时却会遇到重重障碍。今年 $月，曹小姐
在淘宝网上订购了一组 !只办公用柜。可到
收货时，她却傻了眼：钢琴烤漆涂抹不匀，存
在明显色差，柜门上密密麻麻有多处凹坑。
曹小姐立即向卖家提出退货要求。没想

到，这却成了“退货拉锯战”的开始。起初，商
家不同意退货，淘宝客服介入后，商家才同意
退换，但要曹小姐先将柜子快递回公司验货。

曹小姐照办后，查询到对方已签收货物，但从
此再无下文。“两个多月了，商家至今仍没有
退款。”曹小姐对记者说，网站判定运费由商
家支付，但现在商家不仅不支付运费，货款也
不退还，实在是欺人太甚。
记者打开该网店链接，发现其评价并不

高，甚至低于平均水平以下 %67个百分点。曹
小姐表示，如果有评价，消费者务必要看看，
这是购买时的一种重要参考。

! ! ! !新消法实施后的第一个!网购狂欢季#即将来临$面对!双 !!#!年终大促#来袭$各大电商

摩拳擦掌%网店里的商品琳琅满目"种类繁多$消费者该如何擦亮眼睛$保护自身权益'为此$

本报记者总结出网购中的七大陷阱$希望这样一份!消费警示录#$能给您在!网购狂欢季#的

!血拼#中提个醒$支个招% 如果您遇到烦心事$可拨打本报 "#$%%%热线或通过新民晚报 &''

投诉专区吼出心底的郁闷% 本报将联合市消保委直击更多的网购陷阱%

陷阱四!购买容易退货难

陷阱五!定好规则却改变

! ! ! !许多商家利用“双 &&”祭出“秒杀大招”，
将部分热门商品以对折，甚至更低的折扣限
量出售。这招令不少消费者捂勿牢荷包，纷纷
跃跃欲试，拼拼手速，抢购商品。
苏先生曾幸运地在一家网店的秒杀活动

中拍中 &%块进口手工肥皂。他还没来得及庆
祝，高兴劲就落了空———两天后，商家告知
“无货”。他向卖家投诉，客服却表示只能退

款，并不愿承担其他赔偿。他进一步向网站投
诉，得到的答复同样是只能退款。苏先生告诉
记者，目前事情还未解决。
对此，相关部门工作人员提醒消费者，如

果商家不愿意按照约定价格销售商品，即可
视为改变规则。消费者若和商家商议未果，可
以拨打市民热线 &8!)7投诉，由相关区县的
市场监督管理所出面调解。

陷阱六!产品宣传不符实

! ! ! !天气转冷，张小姐想为家人添置些衣物。
她在淘宝网上精心挑选后，看中了两件
&%%9羊绒羊毛衫。张小姐觉得，网上购买价
格实惠，且能够送货到家，十分方便。在收到
货品后，细心的张小姐观察吊牌时，却发现一
件羊毛的含量为 &(:&9，另外一件则更为“离
谱”：商标甚至不是该品牌。
张小姐投诉至相关部门。浦东新区川沙

市场监管所联系了该商户，该公司负责人听

取了张小姐的描述后，表示认可问题，愿意退
回两件毛衣的款项，并称将会对店内的商品
严格审核后，再上传至网络包装宣传。
这次遭遇令张小姐对网购的印象打了折

扣。她表示，商家的宣传应实事求是，所有商
品应全方位实物拍摄。“如果当时网站上放置
了吊牌，显示并非 &""9羊绒，那我肯定不会
购买了。”而消费者也该在看清、问清后，再购
买商品，避免让不良商家钻了空子。

陷阱七!修改价格无节操

陷阱一!三无山寨充正品

! ! ! !电商平台频现假冒伪劣商品早已不是
新闻。今年，本报就曾多次报道消费者网购
时买到假货或三无产品的遭遇。

刘先生在淘宝上买了一部 &!!(元的
三星 ;<=>!手机，用了不到两个月就毛病
不断。刘先生以为手机坏了拿到三星特约
维修点检修，不料工作人员查看后竟称这
部手机并非正品，而是山寨货。愤怒的刘先
生质问卖家为何售假，结果却被“拉黑”了。
去年“双 &&”后，国家工商总局网监司委

托第三方检测机构抽检部分主要 *8?类电
商平台“双十一”当天促销的商品，确证 @个
批次的样品为假冒商品，天猫、&号店、亚
马逊等 (家“大牌”电商平台位列其中。

陷阱二!问题食品投诉多

! ! ! !眼下许多消费者习惯通过网络购买包
括婴幼儿奶粉、进口食品、地方美食等各类
食品，投诉量也随之水涨船高。市消保委统
计的第三季度消费投诉情况中显示，网购
食品投诉占食品类投诉的四分之一，三个
月内共受理 )8$件。
丁女士 &%月 &$日在“本来生活网”买

了一块重阳糕，第二天晚上送达。第三天一
早丁女士拆开包装时，却看见重阳糕已霉
变。丁女士查看包装才发现，原来这块重阳
糕 &%月 &7日生产，8&日已临近过期。
奚先生花了 &8&元在“美菜网”购买了

7%斤长粒香大米，吃了几天之后，他发现
底下有部分米已经发霉，他赶紧拨打网站
客服电话要求退货，谁料对方却说大米已
经开袋食用过，不能退货。
由于食品经营者在宣传、销售及售后

服务中存在诸多不规范行为，加之网络购
物的虚拟性和跨地域性特点，无形中增加
了食品安全隐患。除变质、发霉、有异物，不
少网购食品外包装上缺少生产日期、商品
产地、生产厂家等基本信息。此外，一些所
谓的进口食品缺少中文标识。
记者在淘宝网上搜索后发现，不少曲

奇饼干、紫薯干、蜜饯、泡菜等食品打着“手
工自制”的旗号，只用透明塑料袋包装，没
有任何字样和图案，更不见生产日期、生产
厂家等基本信息。这样的网购食品虽然便
宜，但安全卫生没有任何保障。

陷阱三!不开发票维修难

! ! ! !网购不开发票似乎成了“潜规则”，许
多消费者也习以为常。然而若是购买数码
产品、家电没有发票，一旦商品出现故障，
想要维修可谓无凭无据，困难重重。

刘先生在淘宝网上花了近 7%%元，购
买了一台熊猫牌的手提式 ?1、1A1 播放
机，说明书上注明保修期一年。没料想，刘
先生才用了两三周，东西就坏了。虽然还在
保修期内，但由于刘先生手里没有发票，也
没有除了淘宝截图之外的任何购物凭证，
他只得联系淘宝卖家解决。卖家给了他一
个位于沪太路的地址，让他前去维修更换，
谁知刚修好一个星期，播放机又坏了。之
后，刘先生再去沪太路希望维修，对方不理
不睬，而淘宝卖家也再不回复消息。
新消法第二十二条中明确规定：“经营

者提供商品或服务，应当按国家有关规定
或商业惯例向消费者出具发票等购货凭证
或单据。消费者索要发票等购货凭证或服
务单据的，经营者必须出具。”根据国家有
关“三包”规定，销售者必须向消费者提供
有效发票和三包凭证，网购也不能例外。没
有三包凭证及有效发票，不实行三包政策。

$网购小贴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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