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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5日起，我国全面实施
外国旅游团乘坐邮轮入境免签政
策，乘坐邮轮来华并经由境内旅
行社组织接待的外国旅游团（2
人及以上），可从我国沿海所有邮
轮口岸免办签证入境停留不超过
15天。

这是记者昨从国家移民管理
局新闻发布会获悉的。经商外交
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交通
运输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
海关总署，并报国务院批准，国家
移民管理局决定从2024年5月
15日起，乘坐邮轮并经由境内旅
行社组织接待的外国旅游团（2
人及以上），可从天津、辽宁大连、
上海、江苏连云港、浙江温州和舟
山、福建厦门、山东青岛、广东广
州和深圳、广西北海、海南海口和
三亚等13个城市的邮轮口岸免
办签证整团入境停留不超过15
天。旅游团须随同一邮轮前往下
一港，直至本次邮轮出境，活动范
围为沿海省（自治区、直辖市）和
北京市。为支持邮轮旅游发展，
大连、连云港、温州、舟山、广州、
深圳、北海等地的7个邮轮口岸
新增为中国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口
岸，方便符合中国过境免签政策
条件的外籍旅客乘坐邮轮过境。

同时，国家移民管理局围绕
便利国际邮轮旅客通关、船员登
陆，以及邮轮制造维修、综合服务
保障、新业态发展等方面，配套推
出支持促进邮轮产业发展若干措
施，进一步提高邮轮出入境便利
化水平，助力提升邮轮运营服务
质效，促进邮轮旅游新业态高质
量发展。 （新华社）

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黄晓宇
律师表示，预售商品作为买卖方式
的一种，法律并不加以禁止。与现
货交易类似，商家与消费者之间构
成的仍是网络购物合同关系。“既然
是合同关系，商家就应当按约定履
行。”黄晓宇解释说，在合同履行过

程中，商家的责任是保质保量地按
期发货，“如果超过期限不发货，商
家违约无疑。除了退还消费者已支
付货款外，还应当承担违约责任。”

“商品送达时间，对消费者的购
买决策影响非常大。尤其是水果等
商品，受时令影响，送达时间也直接

影响价格。因此无论是预售还是现
货销售，对消费者都属于重大利害
关系条款，必须明确提示。”黄晓
宇说，依据民法典及消费者权益
保护法规定，应当采取显著方式
提示消费者该商品属预售以及发
货日期。 （北京晚报）

购买春装到手已是夏季
尝鲜价水果到家已成白菜价

迟迟不发货，预售成“期货”
春末夏初，不少人纷纷抢购换季服装、时令水果。然而，下

单之后却迟迟等不来货品。仔细一看，才发现自己购买的原来
是预售商品。这些商品拖延发货一星期甚至两三个月的情况
屡见不鲜。网购的商品怎么成了“期货”？

“想买几条裙子，休年假出去玩
就可以美美地拍照了。”上个月底，
温女士在淘宝上精挑细选了四五条
裙子，结账时发现都是预售商品，预
售期最少也要10天。“我5月6日出
发，本来想4月27日下单，五一假期
肯定能收到货，结果这一预售，完全
不赶趟儿了。”她只得作罢。

现在，网购服装预售已不是新
鲜事，尤其女装的预售情况更是普
遍。记者登录某网购平台，搜索“连
衣裙”“春夏衬衫”等关键词，发现预
售的商品不在少数，而且预售期少
则3天、多则45天。网友将这种现
象戏称为“纯‘预’风”。

上个月10日，姚悦网购了两件
长袖衬衫，付款之后才发现是预售
商品，平台提示要10天才能发货。

“我想着10天也不太长，4月中下旬
也还能穿长袖。”结果，到了4月21
日衣服还没有发货，而且商家单方
面延长了发货时间，变成了4月30

日发货。姚悦联系客服，对方表示
是因为服装的面料出了问题，所以
工厂没能按照约定时间出货。

可是，到了5月2日，衣服依然
没有发货，商家表示还要再等3到5
天。姚悦很气愤：“这天气都快冲击
30℃了，很多人都穿半袖了，长袖衬
衫还怎么穿？”对此，商家表示，可以
申请退款，再赔偿5元购物券。“没有
的商品就别上架，消费者先把钱付
了，但商家这么长时间发不了货，还
两次单方面延长发货时间，太坑人
了。”姚悦说。

搞预售的不只是服装，还有水
果。初夏时节，荔枝、樱桃等时令水
果即将大量上市。4月底、5月初，
这些水果还处于量少价高的“尝鲜”
阶段，但网上有时卖得挺便宜。

清明假期，孙涛在购物平台上
搜索“山东大樱桃”，推送的店家让
人应接不暇。他选中的那家商户，
樱桃价格比超市便宜很多，不仅“券
后18.8元起”的价格非常诱人，而
且买 3 斤还送 3 斤，6 斤只需要
79.79元。产品页面上用醒目的大
字标明“空运直达”“现摘现发”“应
季水果批发”，孙涛便想当然地认
为，肯定很快就会发货了，就下了
单。

可是，一个星期过去了，孙涛还
没有收到樱桃。咨询客服才知道，
原来他购买的是预售产品，预售时
间长达一个多月，要到5月下旬才
能收到货。

孙涛回到购物的页面仔细查
看，才在产品标题的最后面，看到两

个很不起眼的小字——预售，点开
显示：“该商品为预售商品，支付完
成后最迟将在 5 月 21 日发货完
毕。”

“那时候，樱桃已经大量上市，
价格‘大跳水’。在网上购买普通品
质的樱桃，一斤也就是十几元钱。
我提前一个半月在网上买的一点都
不便宜，还空等了一个半月，我图啥
啊？”孙涛直呼上当。

记者在淘宝、拼多多、抖音、小
红书等平台上搜索，发现水果预售
十分普遍。4月底、5月初时，大搞

预售的是荔枝、樱桃等时令水果。
到了5月中旬，则轮到了杏子、桃子
等。

记者在一个购物平台上搜索
“新疆小白杏”，跳出来的前10个产
品中，7个是预售。另外3个虽然没
有在首页标明预售，但也是“期
货”。记者向客服咨询什么时间发
货，客服只是模糊地回答：“下单支
付后会尽快安排。”在记者的追问
下，对方才说：“现在活动预订中。
15天左右成熟发出。”另一家直接
回答：“小白杏6月初成熟。”

网购春装一拖再拖
到手已是炎炎夏日

为什么以前网购衣服都是现货，现在却都搞预售呢？从事服装生
意的蓝女士告诉记者：“服装行业面临的最大难题就是库存。因为不
能预估销售情况，做得多了，卖不出去就会导致库存积压，占压资
金。所以，很多商家搞预售，可以根据订单量来生产、进货。为了避
免囤货出现损失，商家可能会先做一部分货发出去，等消费者退货，
再发给另一部分消费者，这样也可以避免商品大量积压。”

避免压货占库存 根据订单再生产揭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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尝鲜价买了大路货

小田是做水果网店的，对同行的这种行为气愤不已。“先用极低的
价格和文案吸引眼球，靠加购和点赞、购买冲到销售量前几页，等到预
售结束就提高价格。先发那些价格高的订单，最后剩下的小果、烂果，
发给预售的订单。有的商家甚至都懒得发货了，等消费者退款。还有
的商家，等到消费者收到了一堆劣果，差评上来了，直接关店跑路，明
年重新注册开店，同样的套路再来一遍。”

低价预售冲排名 价高订单先发货揭秘

预售发货日期应以显著方式提示

律师说法

乘坐邮轮来华的
外国旅游团
可免签入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