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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十一”实体店也是真拼了

较较劲劲网网店店：：价价签签标标注注““某某猫猫””价价格格

“双十一网上旗舰店促销，你们这
里有活动吗？”10日下午，在济南世茂
中心的拉夏贝尔女装店，很多顾客进
门后第一句话就是问促销的事情。该
店导购解释，凡是在官方网店打折促
销的衣服，在实体店都会以同样的价
格销售。“那个女孩儿试的便是网上的
打折产品，现在实体店里只有一件小
号的没卖出去了。”

泉城路两侧像这样打折的服装
店有不少，有部分服装店在门口显著
位置打出了“双十一”折扣的招牌，而
店内导购的说辞也都大同小异，均表
明线上线下相同款式衣服的折扣是

一样的，消费者可以在实体店试穿后
购买。

但部分在网上打折力度较大的品
牌，如优衣库、耐克的实体店门口，却
不见有促销的广告。走进店内，导购也
告知该店没有“双十一”活动。其中在
耐克店，一双货号为676730的跑鞋，在
天猫商城显示原价799元，双十一折扣
价为399元，而在耐克实体店，价格仍
为799元。

导购解释，耐克产品的货号非常复
杂。在实体店内，这双鞋的实际货号为
676730-020，而在网上打折促销的鞋子
的具体货号并非和实体店的一样。“即使

是在耐克官方的网店，大部分打折的产
品都是属于去年老款，而今年的新款在
实体店中是没有折扣的。”

耐克店的做法其实在线下实体店
中并不少见。很多不参加“双十一”促
销的实体店家，如only、欧时力都表示，
实体店的衣服大多以今年新款为主，
线上促销则以旧款为主，两者并不同
步。而在优衣库门店内，导购指着一件
红色羽绒服表示，尽管官方网站、网店
上标明这种型号、颜色的衣服打折，但
其实里面的面料并不相同。“店里的衣
服要贵200块钱，但是穿上以后的保暖
效果会更好。”

本报记者 于悦 王皇

链接不要随意点

点了可能损失大

案例：女大学生小华日前网购了一款衣
服，谁知拍下付款后不久，一个自称淘宝客服
的男子打来电话，称小华刚才的订单没有成
功，要加小华的QQ详谈。小华加对方后，对
方通过QQ发过来一个链接，让小华看看是
不是这笔订单。见到小华的肯定，对方强调
称，由于网络原因，该订单失败，需要小华提
供身份证号、银行卡号等信息办理退款。随
后，男子又称需要小华手机刚接收到的验证
码，小华见短信后面显示为某基金发送，但是
没多想就把验证码告诉了对方，谁知不一会
儿就收到银行卡扣款4500元的短信。

拆招：消费者购物时，最好选择大型的、
有信用制度和安全保障的购物网站购买所需
要的物品。一般淘宝、京东等大型购物平台的
客服都会通过官方方式与消费者联系，不会
凭借打电话、发短信或QQ等方法。即使是有
人通过官方渠道发来链接，也要先仔细查看
其网址，是否是山寨或者可疑。

骗子唱起空店计

保险之计别入店

案例：今年“双十一”前夕，小张发现了一
家打着“超长特惠”“半价促销”等招牌的手机
店。经过讨价还价，与店主协商好一款手机的
价格，为3300元。可当小张将钱打给对方后，
对方称“钱冻结了，需要再打6699 . 9元才能解
冻”。小张急忙将钱打过去后，对方又称需要
凑够两万元才行。小张又向对方账户打了
4000元。打完后，对方还说不够，等小张意识
到被骗，已经被骗14000元了。

拆招：其实应付虚假购物类型的诈骗，最
主要的还是保持清醒头脑。店家促销再大，也
是为了赚钱，极少按照低于成本的价格卖出
产品。像“半价购物”“0元购”这样的活动，很
有可能就是骗局。民警表示，这类诈骗过程
中，嫌犯会要求购买者预付货款、邮寄费、保
证金，或是以货款被冻结为由再次要求打款
解冻。遇到要预付款或保证金的就要慎重了。

货到门口也有诈

开包验货最稳妥

案例：前些日，宋小姐在家时接到一个电
话，电话那头的声音是提前录制好的。对方称
他那里有个宋小姐的包裹，但详细地址他们
也不清楚，需要宋小姐拨打一个号码，再商
讨寄送包裹的事宜。宋小姐没多想，就按照
电话那边的提示回拨过去。一位自称是邮
局工作人员的人说，宋小姐的包裹是货到
付款，但由于“双十一”包裹太多，所以需提
前支付。宋小姐以为是家人网购了什么东
西，于是，便往对方提供的账号中汇了3080

元。一周后，包裹仍没有送达，宋小姐这才
意识到自己上当了。

拆招：由于“双十一”期间包裹很多，不
少消费者怕麻烦懒得开。但越是这时候，验
货便显得尤为重要。此外，很多快递公司和
邮局都发表声明，不会让消费者先交钱再
收货的情况发生。如果有人说要先交上费
用，过几天再来送快递，那毫无疑问是碰上
了骗子。

骗子也过“双十一”
盘点几大网购骗术

警示台

“双十一”又到了，很多消费者在跃
跃欲试，准备“大干一仗”的同时，也有
骗子蠢蠢欲动，等着鱼儿上钩了。据警
方统计，每到“双十一”、“双十二”等购
物节前后，都是网购诈骗投诉的高峰
期，广大消费者要睁大眼哈。

玄机：外观虽一样，货号款式大不同

除了服饰类商品，家电市场也是
双十一活动的重头戏，线下的大电器
商场与线上商城的价格战也打得不
亦乐乎。在泉城路的国美电器，无论
是冰箱还是电视机、洗衣机、相机，每
件商品都新贴了一个红色价格标签，
上面既标着商品现在的促销价，还标
着一个“某猫预售价”。从标价来看，
店里所有商品都比后者便宜几十块
至几百块。

除了价格，商场里随处可见“比价
再低11元”的标签，一位店员称，这意
味着他们所有的商品要与网上的同款
商品比价格，“他们降价我们也跟着
降，而且比他们降得更多，至少得多降
11块钱。”例如一款卡西欧数码相机，
网上预售价为4798元，商场现货价为
4399元，店员称这并不一定就是双十
一当天的价格，还有可能更低。

在隔壁的苏宁易购，虽然没有打

出双十一促销的招牌，但只要一问，基
本每个柜台的售货员都会告诉你他们
的商品在打折，“我们的打折力度都根
据厂家的定价来，再加上商场的折扣，
与我们商城官网上的价格一致，而且
只有一个进货渠道。”一位卖电视的店
员称，他认为购买电器类商品还是要
在正规实体店，毕竟要买得实用放心。

“其他电器城和网上的价格我们也都
掌握，很多商品都比他们的便宜。”

比拼：有的实体店紧盯网店价格

市民小韩就曾经在去年买了一双
打折的运动鞋，今年他却觉得应该在
实体店换双新的了。“当时为了保证是
正品，还特意去了官方旗舰店，比原价
便宜了一百多块钱，也是正品。今年发
现很多实体店也在搞促销，就决定在
实体店换一双。”小韩认为，像运动鞋
这样的产品，买好买差、是否合适对身
体的影响很大。他表示，只要实体店的
价格不比网店高太多，还是自己亲自

试试靠谱。
同时小韩觉得，目前来说实体店

的服务要比网店好，退换货也更方便。更
主要的是买到“高仿”的几率不大。双十
一时，很多官方旗舰店的打折产品都有
限额，很快就被抢光。如果去其他店，很
有可能买到仿造的。而目前来说，实体店
的货可以说是要多少有多少，这家没有，
还可以去另一家连锁店买。

而在国美、苏宁等家电市场，众多

消费者则是一边低头看手机，一边听
导购讲解。很多人都是先在网上看好
了心仪的产品，记录好价格，再来实体
店一探究竟。“现在国美的价格这么
低，和京东天猫不分上下，那我还是喜
欢在这里试试性能，看看外观。”一位
消费者表示，如果觉得价格差不多，他
会选择在实体店购买。“一则网上不省
钱，二则来都来了，也没必要再去网上
交钱了。”

市民：如果价格差不多，还是在实体店买

双十一购物节，人们最先想到的是天猫、京东等电商平台的低廉价格。近几年，随着电商
平台赚得盆满钵满，各家实体店也加入了促销行列。在双十一前夕，无论是衣服还是电器，济
南各家实体店的促销力度都不小。

本报记者 于悦 王皇

“双十一”来临，很多实体店加大了促销力度，也是蛮拼的。 本报记者 于悦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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