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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威海

主打

微微信信““赞赞””经经济济，，馅馅饼饼陷陷阱阱俱俱存存
本地活动还算靠谱，网上活动多设隐性消费，由此衍生“赞”买卖

本报见习记者 孙丽娟

吹风机、化妆品、柠檬杯、云南游、港澳游……一打开微信的朋友
圈，“点赞赢奖品”铺天盖地。这些商家豪言，只要凑够一定数量的好
友来点赞，这些东西就会像天上的馅饼一样，“砸”中你。

眼下，依托微信的“点赞营销”渐热。但天上掉下的不都是馅饼，
有的商家是真心实意，有的则纯粹为赚噱头，甚至是欺骗。

去年下半年以来，微信朋友圈
开始流行一种“凑赞”——— 不少商家
承诺，只要凑齐对自己所发布广告
信息一定数的“赞”，就发奖品，奖品
种类繁多，澡票、背包、化妆品、吹风
机、食品、话费甚至云南游、港澳游。

“点赞”似乎已无所不能，只要
人品足够，“赞”足够多，就能拇指微
动，立地小康。

市民张先生是一名“点赞”达人，
只要他看中了奖品，就会“点赞”并转
发奖品链接，呼唤微信好友帮忙点
赞。“反正点赞不花钱，领到奖品那就
赚了。”张先生认为，点赞赢奖品是一
种零成本交易，有奖品拿最好不过

了，退一步讲，即使商家纯忽悠，自己
也没有损失。

前段时间，张先生转发一条点
赞“新疆核桃”的微信广告，活动发
起方承诺，积满26个“赞”，免费送新
疆核桃。张先生添加商家微信公共
号，又把“转发有礼活动的内容链接
发到朋友圈，很快集够了26个“赞”。

张先生把这26个“点赞”截图，
通过微信聊天窗口发送给活动发
起方，两天后就领到了一箱核桃。

“奖品真不错，亲们可以试试。”张
先生领到奖品后，又在微信朋友圈
分享。

市民范先生靠“赞”，赢得了一

条珍珠项链。一商家的奖品是珍
珠，范先生立即在微信敲出“朋友
圈里分享的集赞送大礼，同学们都
帮忙点个赞。”又挨个发给“微友”，
仅一个多小时就集够了30个“赞”，
领取到了一条价值268元的珍珠项
链。

微信“点赞”，其实是一种广告
信息的N次传播。作为一种新营销方
式，微信“点赞”以其传播速度快、传
播范围广、传播成本低的优势，备受
商家推崇，也因为可免费获奖、低投
入高回报而备受微友喜爱。

看起来，“微信点赞”真是一场
皆大欢喜的新经济盛宴。

网上卖“赞”生意火
一家卖了5000多个

市民张先生是资深“点赞族”，经常点赞赢奖品。参加
多了，张先生总结出一条规律：本地“点赞赢奖品”活动还
算靠谱，网上的外地活动基本不靠谱。

但参与本地点赞赢奖品也有门槛，多数活动发起商家
会规定“限额”、“指定时间”，总之要在最短时间、集够规定
数量的“赞”，才有较高中奖几率，否则只能“打酱油”。

因此，“集赞”、“求赞”换礼催热了淘宝“卖赞”这一无
本生意。记者搜索淘宝网“微信点赞”关键词，搜到了374件

“宝贝”，每个“赞”售价从2毛钱到5毛钱不等，销量最高的
一家淘宝店，30天内卖出了5000余个“赞”。

记者联系一淘宝卖家，店主首先亮出自己的广告词
“纯手动点赞，包不封号，封号包赔无需提供微信密码”。这
家店主称，购买自己的“赞”也很简单，“我加你好友，你都
接受，接受完了给你点赞”。每“赞”只要两毛钱，需要多少
个“赞”就以“一元钱”为单位，写明购买数量，拍下即可。

这个卖家表示，想在最短时间内集最多的“赞”，买家要
配合，要及时通过好友申请验证。记者提出买60个“赞”，卖家
估算了一下，“按正常的速度，需要大约40分钟的时间”。

如果买家特别着急，还可以提速，但单个“赞”的售价
要相应提高。除了零售零买，淘宝商家还提供一种可以永
久使用的“互赞群”，一个群标准100个人，售价4元起。淘宝
显示“拍下后，加我为好友，拉你进群，进群主动发消息加
别人好友，这样大家就帮你点赞了”。

“赞”赢“免费游”

实是变相加价团

3月28日，市民张先生关注了
“康辉港澳旅游”订阅号，一条“玩转
云南，集赞赢云南六天五夜游”广告
吸引了他，他立即发动微信好友帮
忙点赞。

耗时两天，张先生集够5 6个
“赞”，赢得“云南六天五夜双人游”。
还没等高兴劲过去，张先生收到商
家：自己承担来回路费，再交380元
的自费景点门票套餐、80元的丽江
古城古迹保护费。

“活动规则中，只有一项寄送旅
游卡需要付费，除此，我没有看到其
他需要自费的规定。”张先生感觉上
当，“来回路费加上各种收费，都可
以报本地的旅游团了，这还哪是免
费游啊！”

记者搜索“康辉港澳旅游”并关
注，询问集够56个赞是否也可参加
免费双人游，对方回答肯定，并解释
这只是公司做推广，集不集够56个
赞都不重要。记者继续询问“完全免
费？”对方回答：“来回车票是自费
的，景点的吃、住、行、大巴全是公司
负责。”记者再次追问“除来回车票，
再不用其他任何费用？”，对方再也
无回应。

记者看到，这一旅游活动细则
中还有一条特殊规定：本次活动旅
游卡使用权仅限于25-55岁之间，具
有完全民事责任能力的(云南户籍
的游客暂不参与此活动)的中国公

民使用。行程说明显示，除常规景
点，还有一些明显的购物点，包括工
艺品店、特产店。

就此，威海某旅行社一导游透
露，这样的“特殊”规定，表明这个

“免费游”可能是一个变相“购物
团”。

该导游介绍，目前，全国各地进
入旅游旺季，各大旅行社之间竞争
激烈，纷纷推出低价游，利润空间很
低，“南方游”更不挣钱。如此免费

“云南六天五夜游”不靠谱，炒作成
分较高。

这位导游还透露，商家不做赔
本买卖。大部分低价游都会有额外
消费，游客会被安排去小礼品行，虽
然不能强迫购物，但游客需“配合进
店”。逛店过程中，有的乘客往往禁
不住诱惑，冲动消费。

C02

“点赞”赢奖有风险
买赞、集赞先搞清

山东威海卫律师事务所律师勇静华表示，根据《合同
法》规定，商家在微信平台发布点赞活动，应该视为“要
约”，微信用户转发广告并集满“赞”就是“承诺”，双方由此
形成了合同。

因此，商家不兑现承诺就是违约，要承担违约责任；如
果商家存在虚假宣传、商业欺诈，“点赞”、“集赞”的微信广
告活动转发者就可以向消协或工商投诉。

网络维权更需要证据。勇律师建议，在集满“赞”后，一
定通过转存、收藏、截图等形式保留好证据，智能部门可据
此快速执法、认证，维护参加者的合法权益。目前，网络营
销监管法律滞后，消费者参与网络营销活动时切勿跟风，
要和商家沟通，了解活动是否真实。

市工商局消保科工作人员介绍，微信点赞换奖品是一
种商业活动，若商家不兑现诺言，也只是违背商业信用，不
属于消费纠纷。

然而，并不是所有“点赞族”
都像张先生、范先生那样幸运。有
网友吐槽，自己被商家骗了，“说
好的奖品不见了”。他们看来，“点
赞营销”纯粹是为赚微友关注度，
其中暗藏陷阱。

为赢得一个吹风机，市民尹
女士积极拉人点赞，集齐“赞”又
截图发给商家指定微信，对方承
诺会在规定时间联系她，但4月9
日活动结束，对方一直没有回应。
尹女士拨打客服电话，却始终关
机，“感觉就是在骗取关注度和传
播效果的”。

除了这种纯粹的骗，还有商
家在“点赞”送奖品活动后设置

“消费陷阱”，比如，“集38个赞，
免费送价值1 6 8元的柠檬杯一
个。”小李集够“赞”，截图给淘宝
卖家，对方又称需自付22元钱邮
费。

这22块钱让小李纠结了几
天，最终付款。可当小李收到柠檬
杯，却发现杯子质量一般，异味挺
大，和同事买的正品柠檬杯存在
很大差距，“其实就是花22元买了
个次品”。

对此“点赞”陷阱，微友没有
任何反制，商家也不会因此埋
单，“最终解释权”是他们活动方
案的必备条款。尹女士说，集齐
了“赞”，商家不兑现承诺，也没
辙。

借“赞”收费

点赞被忽悠

相关链接

点赞赢奖 微信营销风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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