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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邮信息竟是“画饼”

网购国际产品发货地却在境内

“海外直邮”为何频涉假货？
“是我的错觉吗？××平台某商店海外直邮，瑕疵坏品率出奇高！”

“快递物流可以造假，国外路线想怎么编就怎么编！”“踩雷！代购的美
国直邮蔻驰包包是假货。”

海外直邮，本应是消费者便捷获取海外正品、享受价格优势的一个
通道：其承诺的原产地直发、全程物流可溯、海关监管保障，让“足不出
户购全球”触手可及。然而，记者近日注意到，在社交平台上，关于“海
外直邮”的“吐槽”与“避雷”帖比比皆是，海外直邮的真实性饱受质疑。

为何海外直邮频涉假货问题？平台又该承担何种责任？对此记者
展开了调查。

湖南长沙的小王今年3月通过某
平台购买了一款境外直邮商品，却在

“掌上海关”App查询不到任何快件
信息。更令她心凉的是，商家提供的
报关单号清关时间与快递显示的清
关时间也不一致。

“复盘物流轨迹，疑点重重。”小
王发现，物流信息显示商品从“××
国际”海外网点启程，但该快递公司
官网根本查不到这个网点。“这明显
是个迷惑消费者的假物流点。所谓

‘海外直邮’的物流信息极有可能是
虚构的。”

小王的经历并非个例。在社交
平台上，不少网友发帖称遇到过类似
情况，一些宣称“海外直邮”的店铺，
其海外清关环节被证实为虚构。

“海外直邮就像开盲盒。”山西太
原的小张如此评价去年年底的购物
经历。她在某平台看到一款标注“海
外直邮、假一赔十”的某品牌少女香
水，售价290元，比国内保税仓发货的
370 元便宜不少，且显示“仅剩 8

件”。心动之下，小张迅速下单。
然而，收到提醒发货信息后，她

发现查不到商品海关记录。平台物
流信息显示商品绕道广州清关后又
折返深圳，“严重违反正常入境物流
逻辑”。小张将经历发到社交平台，
许多人在评论区表示遭遇过相似经
历。“以后还是选国内专柜或保税仓
发货，更靠谱！”

记者在某第三方投诉平台检索
发现，“海外直邮”“全球购”等方面
的投诉约 2 万条。投诉主要集中
在：质量问题无法退，商家常以“跨
境商品不支持退款”等理由拒绝，平
台也常称“无解”；假货无法退，常伴
随异常物流信息，消费者通过掌上
海关、第三方鉴定等确认为假，商家
以“鉴定无法律效力”拒退，或专柜
鉴定为假，但因处理时效长，平台已
关闭纠纷通道；退货权被剥夺，许多

“全球购”商品在详情页面标注“因
特殊性质，不支持 7 天无理由退
货”。

发现问题后，小王第一时间寻求
平台解决，但平台态度令人失望：仅
以“平台规则”为由口头告知商家资
质齐全及公司名称（某海外公司），拒
绝提供注册证书及授权书等实质证
明，也未给出有效处理方案。

“要证明是假货，商家往往指定
高成本或难企及的鉴定渠道，普通消
费者难以负担。商家还会拿出所谓
的资质证明拒绝诉求。即使找平台
介入，平台也常推诿，让消费者‘自行
协商’。”小王结合自己的经历说道，
没有平台协助，普通消费者维权成本
高、风险大。

记者梳理多家平台规则发现，部
分平台对“全球购”“海外购”商品赔
付设限，例如“投诉成立后卖家赔付
商品金额30%，上限200元，下限30
元”；有的则无专门规则，需参考笼统
的《用户服务协议》。平台在判定买
卖双方证据时虽有决定权，但规则中
常出现“不保证符合期望”“不对结果
负责”等免责条款。

多名消费者告诉记者，当其陷入
维权困境时，平台往往“合理隐身”，
消费者面对高昂的维权成本只能“望
洋兴叹”。

物流环节也可能出现问题。来
自山西吕梁的小夏去年有

过一次全球购经历，因

迟迟收不到包裹，她向某物流客服
咨询情况，客服承认其包裹未清关，
但投诉后石沉大海。“被搁置是常
态。还有朋友遭遇物流公司推诿、
无法解释清关轨迹、无法提供具体
口岸、揽件员失联等糟心事。”她回
忆道。

在西南政法大学民商法学院教
授黄忠看来，考虑到海外直邮的消费
特点、监管维权的难度，电子商务平
台经营者更有必要积极协助消费者
维权。如果消费者“假一赔三”的主
张符合法律的规定，那么电子商务平
台经营者就应当按照电子商务法的
规定，采取诸如划扣商家店铺资金等
方式来积极协助消费者维护其合法
权益。

记者注意到，很多“全球购”商品
界面都附有“该类目由于特殊性，不
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的标识。关于
能否退款，黄忠认为，实务中，海外直
邮中要主张不适用无理由退货，主要
涉及该情形是否能满足“其他根据商
品性质并经消费者在购买时确认不
宜退货的商品”的条件。值得注意的
是，实践中，如果平台只是在商品展
示页面标注“不适用无理由退货”，通
常是不满足“经消费者在购买时确
认”要求的，消费者仍然有权主张无
理由退货。

海外直邮乱象还可能涉及
刑事犯罪。上海市公安局静
安分局近日破获一起特大跨
境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
案。去年8月，静安警方接举
报，某平台“海外专柜正品店”
售假。警方查明，该店以“海
外直邮”为幌子，实则通过广
西、广东两地的仓储物流基地
从境内发货。

其采用“双公司运作”模
式：一家公司负责物流，将假
货运至港澳短暂停留后“报
关”入境缴税；另一家公司则
自制“品牌授权书”，用于在境
内平台申请“全球购”店铺资
质。目前，犯罪嫌疑人均被警
方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
件正在进一步调查中。

“海外直邮属于新生事物，
虽然随着电子商务、第三方支
付和跨国物流的发展，全球消
费的‘硬件’条件已经初步具
备，但是作为规范海外直邮等
全球消费的法律规范和制度
机制等‘软件’还不完善，因此
易滋生骗局。这种骗局主要
是利用了政府部门对跨境交
易的监管困难，以及消费者对
于跨境交易商品和流程的不
熟悉，因此相比较传统违法犯
罪更加具有隐蔽性和迷惑
性。”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副
教授田刚分析，当行为人利用
海外直邮逃避商品质量监管，
故意生产、销售伪劣商品，或
危害他人的知识产权，生产、
销售侵犯知识产权的产品，或
规避我国商品进出口管理秩
序，危害我国税收管理秩序，
或利用海外直邮跨境支付机
制掩饰、隐瞒犯罪资金性质和
来源时，均可能构成我国刑法

上的相关罪名。
“海外直邮等全球性消费

的出现，对世界各国尽快建立
双边和多边的司法合作，以及
完善跨境纠纷解决机制提出
了更为迫切的需求。”田刚说。

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
院副教授王琦看来，治理海外
直邮涉假乱象，需要从多方面
入手，全方位监管和治理。具
体来说：

压实电商平台的主体责
任。电商平台首先应当对入驻
商家进行严格的资质审核，要
求商家提供完整的授权书、注
册证书等证明材料，确保商家
的合法性和商品来源的正规
性，杜绝伪造资质的商家入驻。

畅通消费者维权渠道。品
牌方应当建立官方的鉴定通
道，降低消费者鉴定成本。商
家要保障消费者的退货权，明
确“不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的
适用范围。平台也应将维权
时效从“自动关闭”改为“直至
解决”，保障消费者权益。

海关、公安等部门应加强
协作，建立联合执法机制。海
关要加大入境包裹查验力度
和抽检比例，严格审核清关文
件，打击“虚假报关”等行为；
公安部门需联合海外主要货
源地建立假货情报共享机制，
针对“双公司运作”等模式开
展跨境联合执法，重点打击伪
造清关、洗钱及知识产权犯
罪；推动与贸易国建立协作机
制，实现证据互认、资金冻结
等，斩断跨境售假的链条。

“只有通过多方面的努力
营造出安全有序的市场环境，
海外直邮才能真正让消费者
放心。”王琦说。（法治日报）

消费者维权遇“高墙”

亟需全方位监管治理

（李晓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