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办网络交易平台
需先挂营业执照
工商规范网络商品交易，

无照经营者将被取缔

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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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潍坊 C03

本报9月5日讯(记者 赵松刚)5

日，记者从潍坊市工商局网络监管
办公室获悉，潍坊近日开展规范网
络商品交易及有关服务行为调查，
要求在潍坊经营的网络交易平台办
理营业执照，在网站主页或醒目位
置公开营业执照，无照经营网站将
被查处取缔。

2012年，加强对网络交易平台
的监管，成为潍坊市工商部门的重
点工作之一。据介绍，潍坊地区本
土的网络商品交易平台开始出现并
得到发展，外地网络交易平台也纷
纷在潍坊落地经营。但是，网络交
易平台迅速发展中，一些虚假宣
传、欺骗消费者、不规范经营等行
为也逐渐增多。另外，随着团购的
发展，一些团购网站无照经营等问
题也凸现出来。

为此，潍坊市工商局近日下发
《关于加强网络商品交易监管工作
规范的实施方案》。潍坊市工商局
将对团购网站的经营主体资格和商
品质量建立审核备案，并设立规范
合同确定团购商品供应者和消费者
权利。

方案要求，在潍坊经营的团购
网站，包括外地网站在潍坊地区设
立分站的团购网，限期办理营业执
照，并按照规定在网站首页醒目位
置公开营业执照登载的信息，或者
其营业执照的电子链接标识。

另外，网站经营者的竞争行为
也首次被以条文形式规范。网站的
商标专用权和企业名称权得到保
障，盗用、仿效、抄袭网站域名、
名称、标识等侵权行为被依法查
处。方案对网站经营者完善售后服

务、提供专业客服团队，保存网站
信息等也做了具体要求。

潍坊市工商局网监办主任王爱
红告诉记者，按照有关规定，外地
团购网站在潍坊设立分站需要办理
营业执照，方便当地工商部门监
管，而在团购网站内的店面，也必
须在网站上公示营业执照，不公示
或者无营业执照的店面是不允许在
团购网经营的。

5日，记者从潍坊市工商局网
监办得知，整治期间，“所有通过
网络从事商品交易及有关服务行为
的企业法人、其他经济组织或者自
然人”可以登陆山东工商网络商品
交易监管服务网，下载营业执照登
载信息公示模板，将相关网络商品
交易信息和有关服务经营统计资料
上报备案。

以后不挂营业执照的网店将被取消。

潍坊团购网大多没有营业执照

5日，记者调查发现，潍坊目
前经营的团购网站以外地团购网在
潍坊设立分站为主，本地团购网站
很少看到。目前，潍坊地区运营的
美团网潍坊站、窝窝团潍坊站等在
潍分站的数量，至少有33家之多。

在美团网潍坊站首页，记者看
到，在团购分类中有美食、娱乐、
生活服务、美容保健、酒店旅游、
电影等9种团购类别，并且将团购
店信息按照奎文、潍城等区域进行
分类。在首页中，就有潍坊地区美
食、影票等70个左右的店面的团
购信息。

然而，记者在美团网潍坊站
网站首页上，没有发现该网站在
潍坊登记注册营业执照的电子模
板，也没有发现营业执照的电子
链接标识。

在窝窝网潍坊站首页上，网
页按照餐饮美食、休闲娱乐6项进
行分类，并设有“不满意就退
款！”标语，和该网站的客服电
话。然而也没有在网站的首页，

也没有该网站的营业执照的电子
模板或者电子链接标识。

记者发现，其他一些团购网
站的潍坊分站主页上，如大众点
评团、拉手网、糯米网、嘀嗒
团、聚美优品、高朋团购、去哪
儿网团、58团购等，也都未按规
范在网站潍坊分站的首页上公示
营业执照，或者提供营业执照的
电子链接标识。

一名工商部门的执法人员
称，据统计，目前在潍坊经营的
团购网站，虽然早已设立分站，
并且开始经营，但是却很少有网
站潍坊分站负责人办理潍坊地区
的营业执照，所以才出现了不公
示营业执照的情况。

本报记者 赵松刚

百百万万红红木木家家具具
惹惹来来一一串串麻麻烦烦
有有几几件件放放在在家家里里两两年年没没用用

花了100多万购买全套
红木家具，原本想提升居室
品位，还能保值，没想到等待
更换无果还走上维权道路。4

日，市民蔡女士向本报新闻
热线反映，红木的“水”太深
了，简直花钱买罪受。

2010年蔡女士在潍坊郊
区购买了一套新房，同年10

月12日，她在潍坊市工艺美
术研究所工艺品商场，为新
居定购了全套的黑酸枝木家
具，共计125 . 5万元。

2011年1月定购的全套家
具送到后，就让蔡女士愣住
了。新到的家具在色泽和做工
上存在不少问题：第一，部分
家具有明显色差，第二，有些
家具配件不完整，第三，部分
家具出现了破损状况。蔡女士
在收货的时候，特意向送货人
员提出了家具质量上的疑问，

“他们送货人员说，要调换或
者退货，需要和老板联系，他
们只是负责运送。”

于是蔡女士向商家提出
更换瑕疵家具的要求没多
久，商家送来了更换过后的
电视柜。可蔡女士发现，更换
过的电视柜上仍有裂痕。随
后蔡女士再次联系到了家具
的商家，商家答复来了新货
后调换，新货不合格就退货。
可是两年过去了，商家依然
没有更换问题家具。

4日，记者随蔡女士来到
家中，在客厅内，横七竖八的
搁置着几件红木家具。蔡女士
说，为了讨个说法，这些家具
就这么放在家中，两年内都没
有用过。记者发现，客厅中的
同一个红木家具上颜色不一，
一块红一块黄。蔡女士告诉记
者“在家里晾了一年，家具上
的颜色都退了，就成了现在五
花八门的颜色。”

看着新购买的家具，在没
有使用的情况下，问题越来越

多。2012年8月31日，蔡女士委
托广西大学林产品质量检测
中心，对购买的红木家具进行
抽检，检测结果显示，她的红
木家具共有3项基本项目、6项
一般项目不合格，主要为“结
合处有裂痕”、“有色差”等问
题，判断为不合格产品。

在蔡女士和商家的定购
合约上，记者发现蔡女士定
购时标明为黑酸枝木家具，
而家具收据上却写的是红木
酸枝木。“当时购买的时候，
商家说这是同一木种，就没
有继续追究。”后来经过多方
面了解，蔡女士才得知黑酸
木家具价格远远高于红酸木
家具。

记者联系到了蔡女士购
买家具店的负责人周女士，
周女士表示一切事务由周女
士律师来答复。随后记者联
系到了周女士的律师，这位
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律师告诉
记者，他们对于蔡女士出具
的广西大学林产品质量检测
中心的这份报告产生质疑。

“这个是他们单方面去检测
的，不能说明事情的真实问
题，事情具体的处理还需要
协商。”

这就是蔡女士买的家具。

蔡女士出具的检验报告。

本报记者 秦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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