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5
.11

.6

星
期
五

D04

都
市
消
费
·
聚
焦

有分析人士指出，抛开种种迷魂药、障眼法，抽丝剥茧之后，双11的“精髓”实质上只
剩下所谓的低价、超低价，也就是价格战。双11的很多低价、超低价实质是不计成本的倾
销：表面看是让利于消费者，实质是扰乱市场秩序。

因此，每逢双11，在疯狂、片面的低价、超低价追求之下，各类电商平台的假冒伪劣屡
禁不绝，刷单盛行，伪评成风。然而，在电商行业普遍缺乏有效监管的局面之下，电商的售
假、倾销、偷逃税、不诚信等涉嫌违法的问题，几乎无一被实质性地追究，这对广大的线下
实体零售企业来说，是非常明显的不正当竞争，对零售市场健康发展，也有害无益。

随着双11一起临近的，还有浓浓的硝烟味道，电商巨头们的撕逼、掐架、死磕到底，
将市场搅动得乌烟瘴气、戾气横生。今年天猫和京东对品牌商的争夺大战导致不少无辜
商家成为牺牲品，闹得沸沸扬扬的当属“木林森事件”——— 由于天猫胁迫商家“二选一”，

“木林森旗舰店”在这场争夺战中对天猫态度暧昧，导致大为光火的京东对木林森官方旗
舰店做出“关店，永久不再合作”的处罚公示。11月3日，京东更是向国家工商总局实名举报
阿里巴巴集团扰乱电子商务市场秩序。不由让人感慨，这年头想卖个东西也不安生。

阿里双11，从2009年的5000万飙升到2014年571亿，6年狂翻1140多倍。但据媒体报
道去年卖家最高退货高达70%，剔除大量的刷单、退货之后，真实的数字恐怕只有天知
道。业内人士透露，电商交易额虚报三倍很正常，二倍以上的比比皆是。难怪有网友调侃
说，世间有两种东西教人看不透——— 女人的心思和电商的数字。

最可笑的是2013年，阿里巴巴平台发布数据，宣称当年双11第一小时卖出最多的是
文胸和内裤，分别为160万个和200万条。这些文胸叠起来有3个珠穆朗玛峰高，内裤连起
来有3000公里长。有微博据此计算，200万条内裤要有3000公里长，每条的长度得有1 . 5
米，并质问“1 . 5米的大裤衩咋穿”，沦为网民笑柄。

今年10月，阿里公布了“线上线下万店同庆计划”，宣称联合银泰、苏宁等超过18万
家实体店的全渠道模式开战双11。有业内人士就此提出质疑，称银泰、苏宁线上门店加
起来也不足2000多家，“不知这18万门店从哪里来？难道接入支付宝的都算作在内？最后
岂不是要把苏宁、银泰、沃尔玛的线下销售都算作天猫双11的业绩?”

2012年，京东掌门刘强东发布微博
称，京东大家电3年零毛利，任何采销人
员哪怕加一元的毛利，立即辞退。苏宁
随即回应：任何网友发现苏宁易购价格
高于京东，苏宁都会即时调价，并给予
已购买者两倍差价赔付。国美随后也加
入这轮价格战“三国杀”，宣布国美电器
网上商城全线商品价格比京东低5%。

京东零毛利，苏宁、国美比京东更
低，好像降幅很大、超级优惠。但实情如
何？据公开数据，在该轮价格战中，京东
仅有4 . 6%、苏宁仅有7 . 5%的商品参与降价，平均降幅不超过10%，远没有他们宣称的那
么优惠，且有价无货、提价再降等现象突出，公众直接被家电零售三巨头调戏了一把。

事实上，包括阿里在内，双11虽有优惠，但远没有它们宣称的那么给力，电商巨头们
通过一轮又一轮的掐架炒作，画出了一个个超低价的大饼，也吊足了公众的胃口，但实际
上很难兑现，这损害的必然是公众对电商的信任，牺牲的是整个零售业的诚信。

在连续几年跟风凑热闹后，人们也逐渐看清了双11对经济的贡献绝非阿里单方宣
称的那样意义重大。不少经济观察人士认为，双11也许的确激发了社会消费井喷，但
这只是繁荣的假象，实际上只是把节前、节后的消费集中到这一天爆发，节前数周的
观望待购、节后漫长的“不应期”，都是这种透支消费带来的恶果。也就是说，双11
对消费的刺激作用并非那么真实有效，而它带来的各种问题却空耗了大量的社会资
源。据国家邮政局预测，今年双11将产生1 . 4亿个包裹，加上节后高比例的退货，包
裹数量将更为可观，这得产生多少垃圾？造成几多的道路交通拥堵？

对卖家来说，双11可能是件很痛苦的事，它像是一个从每年秋季伊始就缠绕在头
顶的幽灵——— 不参加不行，参加了一是几乎没有利润甚至卖得多亏得多，二是冲击了
自己的线下渠道，扰乱了价格体系，三是大量备货、退货造成库存积压。

对消费者来说，买与不买都很纠结——— 不买吧，电商巨头的宣传实在太过诱人，
不买点什么感觉亏了似的；买吧，买回来一大堆并非必需的东西，既占用了资金，也
没有多少实际用途，漫长的等待也令人心焦，如果再遇到消费维权的问题，更是心
烦，这也许就是“剁手”之说的由来。

对物流企业来说，每年双11都是一次大考，本来平时的配送能力已经足够，但为
了应对双11海量的包裹，不得不扩大面积、增加运力、增添人手，而双11过后，增加
的配送能力长期闲置，这无疑是一种极大的浪费。

传说每年到双11都会有很
多人哭干泪水，掏心挖肝悔不
当初。不是因为手慢没抢到
货，而是因为手太快抢到了，
却也上当了！

陷阱1：打折之前，暗中抬价

先涨价再降价、打折，这
是每年双11一些网店的惯用骗
术，也是消费者上当最多的陷
阱。运动爱好者小牧心仪某品
牌山地车已久，一直在网上观
望价格。她告诉记者，前一个
月，她在某大型户外公司淘宝
店铺看到该款山地车标价999
元，想等到双11打折时再买。
“这两天再看，就涨到了1299
元，这是在为双11打折做预热
么？”

陷阱2：假货水货，鱼目混珠

网 上 不 乏 品 质 存 疑 的 假
货、水货鱼目混珠，尤其是
电子数码产品领域“山寨”
产品流行。省城某高校大学
生小王去年双 1 1网购的某知
名品牌电脑，刚用半年电脑
显示屏就出了问题，想在当
地找售后，却被告知电脑是
仿品。

陷阱3：人气赚够，“特价”缺货

不少买家反映，一些店铺
里“特价商品”经常付款后不
发 货 ， 卖 家 的 解 释 是 “ 缺
货”、“售罄”或者“备货不
足”。“去年双11买一个吹风
机，搜到了一个价格最低的店
铺，毫不犹豫地拍下了。为了
不浪费邮费，我顺便还买了些
别的东西。等了好多天，却发
现到手的东西中没有吹风机，
卖家说‘缺货’，主动将吹风
机的钱退给了我。”市民王丽
说，吹风机没买到，买了一堆
别的东西，但又不想自己花邮
费退回去，只好认了，她表示
今年决不再盲目跟风。

陷阱4：预付定金，暗藏猫腻

网上部分商家设置了预付
定金制度，以参与预订的消费
者越多商品的成交价格越低来
吸引消费者，使消费者在不知
道最终会有多少人参加预订和
最终成交价的时候预付了定
金。商家同时又规定，如预付
定金后在一定时期内消费者不
支付尾款，定金归商家。如是
商家原因不发货，则只退回定
金。商家的做法，违反了《合
同法》中有关经营者不履行义
务须两倍退回定金的规定。

陷阱5：商家操作，自己秒杀

知情人士透露，部分无良
商家放出“秒杀”信息之后，
就在后台进行操作，自己买走
秒杀产品，给用户以抢光的假
象。其实，就算商家真提供了
秒杀商品，黄牛们也会用秒杀
软件不断刷新链接造成同一时
刻的网络拥堵。

陷阱6：优惠赠券，华而不实

不少网友发现，很多双11
优惠券使用门槛高，要达到一
定消费金额才能在店使用。有
些参加活动的商品很少，最后
往往是拿着优惠券找不到地方
花。网友小严表示自己有几十
张优惠券，但要想把这些用
完，至少要消费5000元，例如
其中的50元券要购满1000元才
可以使用，“对此，我只想说
两个字：坑爹！”

陷阱7：快递爆仓，变成“慢递”

双11快递爆仓是通病，恐
怕没有一家网店能做到毫不拖
延。尽管快递公司们都做好了
应战准备，但是太多的货品实
在无法全部迅速运输，“快
递”变“慢递”也属于无奈。
因此，消费者在购买商品时要
做好延期到货的心理准备。

双11七大“坑爹”陷阱

□纪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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