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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习记者 王皇

今年的11月11日是星期一。这
个人造的节日还不是请假理由，为
了不错过一年一遇的促销，不少网
友要凌晨开抢。

双十一购物其实从十月底就
开始了，刚在省城某事业单位上班
的小柯说，自己上周每晚回家后都
要逛网店。“看好了就放进购物车，
积攒到现在已经有五千元货了。”
点进购物车很方便，但这些也只是
初选。“不是每件都要，当天肯定还
要删去一些，也要花时间。”小柯
说，周一上班，下班后又怕抢不到
货，只能凌晨开抢了。

“看中一双鞋162元，还想给妈
妈买一双，满三百还能减一百，库
存就十几双，好怕抢不到啊。”网友
雷果仁儿怕错过打折货。“10号那天
要熬夜了，老妈已经在m a k e a
list！”、“小区11号上午7点到晚上7点
半停电，只好凌晨开始奋战了。”微
博上不少网友的状态都是熬夜抢
货。

双十一成了购物狂欢节后，大
部分人在这一天购物已不是以件
计数，而是以数十件计。购物狂欢
之后，不少收获丰厚的人下个月就
要缩衣节食了。

微博号xiaoyue577的网友的购
物车已经装了2659元货了，在媒体
工作的小燕仅用一晚上逛网店，购
物车内物品总价也已经超过了5000

元。
微博上有人已经预见疯狂购

物后的日子，“等到还账单的时候，
那心情估计比上班都沉重。”双十
一本是一个平常的日子，却成了不
少人挥之不去的“败家节。”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教授、
博士生导师王极盛认为，网商在双
十一促销是一种网络经济，无可厚
非，但如果一味被商家促销活动左
右，则可能产生焦虑心理。

济南心园心理咨询工作室主
任孙静认为，只有生活中有主见有
目标的人，才可能在购物中得到真
正的实惠。

双十一购物节
败家节？

以哥伦比亚一款型号为
PM7643的冲锋衣为例，济南
银座商城的售价为2999元。而
淘宝天猫的销售商售价则在
1900—2000元之间，普通淘宝
卖家售价则在1400-1600元
之间。

银座商城哥伦比亚户外
装备的销售人员称：专柜内所
售的衣服，像PM7643这种高
价位的，很少打折。“打折的都
是去年压箱底的旧款，6折到8
折之间，而且尺码不一定全。”
相对于实体店的高高在上，淘
宝天猫商城的售价就显得亲
民些了。

在 天 猫 商 城 ，店 名 为
“酷迈运动商城”的淘宝店
将此款衣服定价为1949元，
加上从发货地到济南的运

费12元，总价在1961元。而
店名为“紫金风云路”的普
通淘宝店则售价为1499元，
并由商家承担邮费。

从月成交记录来看，据银
座商城的销售人员反映：该款
衣服近两月卖出不到5件；从

“酷迈运动商城”网站上的成
交记录来看，该款衣服的月成
交记录为88件；“紫金风云路”
的月成交记录为3件。

由于时值“双十一”，记者
便咨询以上两位淘宝店商家
是否有双十一优惠，两家均表
示，此款所标价格已经是“双
十一”活动期间的优惠价格。
而银座商城的销售人员表示：

“双十一”更多是网络促销活
动，“没有接到公司的打折活
动的通知。”

同款商品线上线下价差一倍

去去年年““压压箱箱底底””衣衣服服趁趁机机甩甩卖卖
疯狂“双11”购物，还需理性看好自己的钱包

淘宝已经成了一种
购物常态。多数网店以不
需投资实体店甚至不用
交税为理由，让众多名牌
产品在网络里以半价甚
至更低的价格出售时，很
多网民第一反应仍然是

“是否真品”？而类似的案
例频繁出现，怎样才能真
正淘到“宝”，是个实实在
在的问题。

本报见习记者 王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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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卧谈出“11·11”找女友，本意是渴求社会、父母对单身的宽容，以及对爱情的渴望，并由此创造未经注册的光棍节和脱光节。
后被精明商家发展为网购促销的吉日，并迅速发酵成线上线下和国民为之疯狂的购物节。

按照存在即合理的观点，“双十一”无可厚非，无非反映了现代人精神、经济方面的需求，但只要涉及经济，一些诸如如网店欺骗作假、
快递克扣物品等现象，便借机出来作乱，引发民众对物流业的质疑。而拿出手机就能购物已让很多人上瘾——— 在越来来越多的疯狂面前，
我们需要理性看待人为制造的购物节。

10日，记者在泉城路
各大商场看到，为应对网购
大战，实体店也打起了价格
战。 本报记者 王媛 摄

如今，不少人喜欢在网上
购 买 手 表 。以 卡 西 欧 E F -
540D这款手表为例，专柜价
格为1390元，而淘宝天猫商城

的售价一般在695元左右，是
专柜价格的一半左右，便宜的
还有580元的。

记者以买家身份咨询了

专柜不一定能验出真假

店名为“汉太普手表专营店”
的淘宝店，该店主承诺可以到

“卡西欧最具有权威的卡西欧
指定售后维修站进行检测机
芯或者到专柜对比同款外
观。”

与手表在网上销售的
火爆相比，银座商城的各个
品牌的手表专柜则冷冷清
清。多数消费者都是看看试
戴一下，“等着圣诞节、元旦

搞活动的时候再买。”小霍
看中了一款手表，但由于银
座商城这段时间不搞活动，
虽然很中意，犹豫片刻，还
是决定暂时不买。

为什么不在网上买？他
摇摇头，“之前在网上买过，
是 假 的 。有 些 看 上 去 是 真
的，但总是不确定。来专柜
检验，专柜也没法百分百确
定。”

王鑫是一家淘宝店的店
主，主营化妆品。刚大学毕业
的他，便开起了网店。据他介
绍，现在网上同款商品，不同
商家报价不同。“这里面有真
有假。但真货便宜不了多少。”
结合自己开网店的经验，他认
为虽然不同商家报价会不同，
但如果商品品质相同的情况
下，各个商家的报价并不会拉
开太大差距。

他认为：像小霍这样的受
骗的消费者主要是对于淘宝
的运营不熟悉。“网上的好评
率是可以刷出来的，但顾客的
评价肯定没法刷，尤其是那些
中评，甚至差评。”他建议：消

费者在淘宝购物时，不能光图
便宜，首先得看一下买家对卖
家的评价。

张慧从2006年开始网购，
对于网上货物有自己的鉴别
之法，先看网购，再看店主
是 否 包 邮 包 退 等 。据 她 了
解，随着淘宝商家对买家评
价的重视，假货在淘宝的生
存空间较之以前已经大大
缩小。“像你所说的那件冲
锋衣，标价在1900元左右的
应该是真的。”她还表示，收
到货实在不满意的话，还可
以退货。她建议买商品时，
选择那些承诺“七天无理由
退换货”的商家。

“无理由退货”相对靠谱

·网购乱象

网购特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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