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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当网买书一个月未收到
货”、“订单无法取消，客服不回
复”……记者发现，在各大投诉平台
上，许多当当网用户指控当当发货慢
的问题。有用户投诉，4月下单的商
品，到5月底还没有发货，其间问过

几次客服，都没有得到回复。5月25
日，该用户再次询问客服，客服表示
将发出一部分，缺货的商品无法发
货。该用户提出质疑：“既然部分商
品有货，为什么之前一直不发？”

另一名用户于5月12日在当当

网上买了一本书，发货地址和收货地
址都在广州，但截至5月27日，物流
信息都停留在“商品出库”。“按了无
数次催货都没有任何跟进，打了客服
投诉电话后物流仍然没有跟进，过两
天又打电话投诉，好几次都没有客服

接听。”随后，她想要取消订单，却被
告知“没有收到货不能取消”，申请售
后服务时也被告知“没有收到货就不
能使用售后服务”。“要是我买的书一
直不更新物流，这个钱是不是就一直
没法退给我了？” （北青报）

“618”线上购物要谨防哪些消费陷阱
消费投诉指向电商平台营销、售后服务、物流配送等问题

今年的“618”年中大促已于5月24日开始。记者发现，近日，各投诉平台

和社交平台上，有不少消费者将矛头指向电商平台营销、售后服务、物流配送

等方面的问题。每年的各大购物节是这类问题暴露的高峰期。据微热度大数

据研究院统计，2021年“双十一”期间，全网有关“双十一”的消费投诉信息量

达1429万条，平均每天超过5万条。

记者通过观察各电商平台活动以及投诉平台、社交平台消费者投诉，整理

了以下常见平台漏洞及套路。“618”大促期间，消费者在感受狂欢的同时，也需

提高警惕、审慎消费。

优惠券、满减福利等是购物节常
见营销手段，其中大多确实为消费者
带来实际的优惠，而有些优惠只是诱
导消费的噱头。有消费者爆料，5月
28日那天，他原本打算在淘宝上买一
款价格2699元的电动马桶盖，客服
告知他6月18日当天购买可能有更
多优惠。5月31日，他再次打开该商
品页面，价格显示提高了200元，同
时平台发放“满2000减200”福利补
贴。也就是说，获得补贴后实付价格
与原价一致。

另一唯品会用户爆料了相似的
套路。该用户表示，唯品会给用户发
放会员“满2000减200”、“满1000减
100”等优惠券，并显示次日10点截

止使用。为了享受优惠，该用户下单
了共3000元的商品。几日后查看物
流时才发现，商品售价比自己使用会
员优惠券后还要低。

还有消费者反映，有的商家在大
促前几日才上线商品，消费者只能在
大促期间购买，而且无法得知商品原
价，自然也无从比对得出自己是否真
正得到优惠。

满减优惠则有可能驱使消费者
非理性购物。为了凑单，消费者往往
会加购自己不需要的商品。一消费
者反映，自己要买的洗发水在活动期
间的售价为98.5元，而商家发放的优
惠券是满99元减50元。该消费者还
发现，98.5 元并非该商品原先的价

格，而是商家在活动前提价后的价
格。

“前100名购买享五折优惠、前
101-200名购买享七折优惠”也是购
物节常见的优惠方式。为了得到优
惠，不少消费者苦守至半夜零点。消
费者张华(化名)告诉记者，他曾经在6

月18日当晚准备了两部手机，只用40
秒就进入了下单页面，但仍然没有抢
到前100名优惠。他质疑自己是否真
的没抢到，还是抢到了却被商家欺
骗。“我提前做了功课，我买的两件商
品月销量分别只有1600件和1000
件，所以不相信是真的没抢到。”

电商平台 “瓜分红包”实则增加用户量电商平台 “瓜分红包”实则增加用户量

“组队喵喵，瓜分百万喵币”、“组
队瓜分百万红包”等，是各大电商平
台常用的玩法。这类活动通常需要
用户将活动信息分享至微信好友，好
友进入电商平台才能组队，组队后需

要玩小游戏才能瓜分金额不等的红
包，在购买商品时使用。

记者注意到，一直以来都有用户
对这类活动提出投诉。多名用户表
示，“天天领现金”活动要求好友助

力，最开始一位朋友助力0.1元现金，
后来再助力变成金币，再后来助力就
变成了金币碎片，面额越来越小，提
现越来越困难。“好不容易集了99.99
个金币碎片，就再也助力不了了。”有

用户表示，相关平台宣称只要好友助
力就能提现上百元，然而这个过程需
要用户花大量时间，有些人到最后也
没有领到红包，而平台因“好友助力”
获得了大量新用户。

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数据显
示，观看直播的用户中，66.2%的用
户都在直播中购买过商品。记者发
现，一些直播电商以附赠大量产品
小样的方式吸引用户，实则将小样
的价格折算至商品价格中。直播电

商还常常使用饥饿营销的方式，以
“还有100套”、“倒计时”等口号向
消费者传达心理暗示。

据统计，在“双十一”预售直播
中，一平台头部主播共宣传了 252
款产品，平均57秒一款，主播以超

高语速给消费者营造紧张氛围。
有的主播利用消费者对自己的

信任欺骗消费者，“辛巴”售卖假燕
窝案就是一例。“辛巴”辛有志以“农
民的儿子”为人设卖点，打着“只为
老百姓服务”的口号，吸引了大量粉

丝。然而，粉丝没有想到，辛有志卖
给他们的燕窝是假的，100 克“燕
窝”中，含有功效物质的燕窝价值只
有0.07元。

目前，广州市场监管部门已对
此立案侦查。

“微信被唯品会先享后付扣费
了，也不知道怎么开通的。”记者发
现，近日，不少唯品会用户在各社交
平台和投诉平台上反映，自己的微信
账户被唯品会无端扣费。账单上显
示，用户使用了“唯品会超级VIP先
享权益后付款”服务。

记者经过了解得知，“超级VIP
先享后付”服务面向受邀且微信支
付分达到600分以上的用户，这类用
户申请开通超级VIP时无需支付年

费，有效期365天结束后微信自动扣
费结算年费。而年费的结算方式
为：当节省金额低于超级VIP年费，
支付节省费用；节省金额高于超级
VIP年费，封顶为超级VIP年费；节
省金额计算项目包括超级VIP无限
免邮、唯品会自营商品折扣、超级
VIP生日券等。也就是说，只有当节
省金额超过超级VIP年费时，用户
才算真正有资格享受超级VIP的各
项服务。

有用户提到，“当时没有仔细看
规则，知道能先享受VIP就用了，一
年后的今天却说要扣封顶年费149
元，而连续包年只要69元，几乎是一
半。”据了解，该用户一年前开通“超
级VIP先享后付”时，超级VIP年费
价格为149元；而一年后的今天，年
费价格降到了69元。

不少对该服务提出不满的用户
都提到，自己当时在“不知情”的情况
下开通了该服务，而开通后无法取

消。一名用户而开通服务时的页面
截图上显示着“0元开通先享后付”、

“1年后付费，不用不付费”等，而付费
金额、能否取消服务等规则在“用户
协议”中才有所提及。不少用户认
为，这有误导消费者的嫌疑。也有用
户表示，自己的唯品会账号是“自动
进入先享后付政策”的，消费过程中
只能使用“先享后付”，而不能使用自
主购买的VIP服务，“让消费者放弃
更好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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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服务 被质疑“隐藏消费”

物流配送 下单近一个月不发货 收货前不能取消订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