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 日 威 海

从从微微信信到到微微商商 不不能能光光靠靠““好好人人""
微信社交平台的商业客串，无第三方制约，注定逃不过种种诱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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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微商要求买家先付款，有
的要求付全款，有的要求收定金。“先
付款”的诱惑之下，不乏骗子收钱不
发货，这已经不是个例，甚至威胁到
这种新型电商网络的整体信誉。

针对不良微商“只收钱不发货”，
近日，微商的技术平台提供者——— 腾
讯开始出手规范，在微信举报机制中
新添加了举报“只收钱不发货”一项。

目前，在微信举报用户选项中，

有“诈骗骗钱”、“广告骚扰”等，而在
“欺诈骗钱”选项中，原本的“骗钱”
项，添加了一项“收钱不发货”，选中
即可点击“发送”反馈给腾讯微信后
台。

核实后，腾讯根据被举报用户的
违规程度予以处理，情节严重的会被
永久封号。

但是，在非实名的微商注册机制
下，这种封杀能起到根治作用么？

藻“只收钱不发货”成类风险，腾讯专门鼓励举报

记者有着多年的网络购物
经历，对比发现，相比较于淘
宝类电商平台，微信营销也无

评价机制和信用担保。
在以淘宝为代表的传统网

络购物中，所有电商都有第三
方 支 付
的 合 作
方，买家
预 先 支
付 的 货
款 先 暂
存 第 三
方 支 付
平台，收
货 并 确
认后，才

指令由第三方向卖家支付货
款。在整个交易过程中，第三
方承担了网购风险，也起到了
制约和监督作用。

与以上网络购物的支付方
式不同，微信购物交易中，买
家和卖家之间没有条文、制度
约束。交易一旦形成，买家必
须预先支付货款，卖家才会发
货。买家承担了包括质量和货
款的全部风险，因此才会出现
买家付款，等不到卖家发货甚
至遭卖家“拉黑”，最后货款两
空的地步。

对此，威海合度律师事务
所勇静华律师表示，“只收钱
不发货”类似诈骗。但这种经
济纠纷的金额较小，往往达不
到立案标准，即便达到立案标
准 ，还 需 从 银 行 获 取 交 易 证
明 ，不 是 个 人 所 能 自 我 救 济
的，因此维权难度较大。

勇静华建议，网购付款要
尽量选择有支付担保的电商平
台，尽量不要直接汇款。一旦
遭遇骗局，要保存好卖家的微
信账号、银行账号和交易记录
等电子数据。

藻 每一笔“先付款”都是信任，但光靠“好人”是不够的

随着微信的普及、兴盛，
微信营销已成为当下最流行的
营销模式之一。想低门槛做小
生 意 ，只 需 注 册 一 个 微 信 账
号，选定要销售的商品，然后
在朋友圈发布图片和文字，即
可形成买卖。

起初，微信里多是熟识的
好友，彼此有了解也有信任。
随着微信营销的疯狂发展，微
信圈里出现越来越多的陌生
人，营销风险与之俱来。

荣成市民肖女士做微商已

有小半年，在朋友圈销售化妆
品，生意小有起色。“选择了做
微商，做的就是诚信。”

肖女士介绍，微信营销和
淘宝不同，主要在于支付方式
更“直接”，不需通过第三方，
买卖双方的直接汇款。“主要
是通过微信转账或支付宝转
账，都是实时到账，只有收到
货款后才发货。”

前不久，威海市民马女士
也“触电”微商，主要销售食
品。在她看来，微信上做生意

确实靠诚信，货款支付没有外
界因素制约和监督，“买家付
款后，我很快就能收到，随之
就能提现或转账。”

除在微信朋友圈上售货，
马女士还开了一个微店。比起
微信朋友圈中的买卖，她觉得
微店稍安全，“微店营销类似
淘宝，有第三方支付平台，买
家确认收货后，再由第三方支
付货款。”

记者随机采访了多名微
商，他们选择的支付方式均是

微信转账和支付宝转账。卖家
们一般占有利地位，要求买家
全额付款。

其中的一个微商分析，微
信可以非实名，很多微商都注
册多个小号，通过不同的圈子

“刷屏”推销。“注册微信不需
绑定身份证，就算通过支付宝
绑定的银行账户查到身份，也
可以随时解绑银行卡。”

微商们表示，他们的交易
靠的全是诚信，至于他们自己
靠得则全是“良心”。

藻 从社交平台到商业平台 微信“变商”有点快

微信营销已经成为时下流行的营销模式。
“朋友圈”里有卖化妆品的，有卖包的，也有卖食品的……商品可谓五花八门。
和现在流行的淘宝类网络营销相比，微营销的区别在于支付方式——— 它不需经过第三方支付平台，实现了买家和卖家家之间的直接付款。微商

们奉行的理念是，“做微商，靠诚信”。这是一种业界口号，更是一种社会趋势。
但在走向诚信的大路上，仍有不良商家只收钱不发货，甚至还拉黑买家。

威海市民王女士一直想购买一
部 iPhone6，苦于专卖店价格高，她
转战网购。通过网络搜索，王女士联
系到一家手机网店，根据预留微信
号，她加了名为“腾辉iPhone专卖店
-客服苏爱”的人为微友。

翻阅对方的微信朋友圈，王女
士发现“客服苏爱”发布各种“苹果”
手机的销售图片，还附有大量交易
和好评截图，不仅购买的人多，交易
后的评价简直就是“好评如潮”。王
女士觉得对方靠谱。

3月18日，王女士决定在“客服
苏爱”手中买一部 iPhone6手机。她
就通过微信联系“客服苏爱”，直奔
主题询问手机价格，言语之间，对方
表现出异常忙碌的状态，直接一口
价要3500元，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
并且要求先付款后发货。

之后，“客服苏爱”以大专卖店
的姿态保证手机“原产”、“行货”，
且价格远低于市场价格。既是“行
货”，还是低价，王女士下定决心要
买。随后，她通过手机支付宝向“客
服苏爱”的招商银行账户汇去3500

元，对方承诺次日发货，届时还会把
发货单据发给王女士。

等到次日下午，王女士也未收
到对方的发货单据，她坐不住了，主
动联系对方。截至4月2日，王女士在
对方的微信页面留言数条，始终得
不到回应。仔细查看，她发现“客服
苏爱”已拉黑了自己的微信账号。

意识到上当受骗，王女士到高
区公安分局初村边防派出所报警求
助。

格事例

花3500元微购“苹果6”

货没收到还被拉黑

本报记者 孙丽娟 通讯员 张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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