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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购投诉“蹦着高”往上蹿
我省今年前三季度投诉数量超去年一倍多，质量问题最多

足不出户、轻点鼠标，坐等物美价廉的商品上门。“网购”给我们带来了轻松、便

利，逐渐成为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但是，随着网络交易的迅速发展，一系列问题也随之而来：假冒伪劣、以次充好、

欺诈客户……那么，“网购”该如何监管？怎样才能让“网购”变得又好又快又安心呢？

本报济南12月22日讯(记者
李岩侠) 22日，记者从省消

协获悉，仅2010年前三季度全

省就受理网上购物投诉446

件，比2009年全年还多271

件。

“网络消费投诉量不是
最大的，却是增幅最快的，处

理起来也是最难的。”省消

协副秘书长周海亮这样总结网

络消费投诉。据分析，网络消费

已成为当前新的投诉热点和维
权难点。以近几年省消协受理的

消费者网上购物投诉为例，2008

年为142件，2009年为175件，

2010年仅前三季度就有446件，

比2009年增长一倍还多。

据省消协投诉中心白姓工

作人员介绍，消费者反映最多的

是假货和产品质量问题。服装、

电子产品、化妆品是被投诉最多

的产品。“这个投诉数据并不能

代表全部，但可以说明发展趋
势。”该白姓工作人员表示，参与

网络购物的大多是年轻人，发生

购物纠纷和质量纠纷后一般不
选择向消协投诉，而是直接与网

络服务商联系，即使问题得不到

解决，他们会采取自认倒霉的态

度放弃向有关部门投诉。

周海亮认为，随着消费基数
的扩大，网络消费投诉不仅呈逐

年上升趋势，也有集中爆发的势
头，如何加强监管必须提上议事
日程，否则将会降低消费者对电

子商务的信任度，最终阻碍电子

商务的发展。

临沂工商局副局长王增宝

和临沂市消协秘书长杨新林对

网络消费投诉关注已久。他们认

为，网络交易的快速发展与网络

监管手段的滞后，是制约网络交

易发展的瓶颈和主要矛盾，也是
网络交易诸多问题产生的重要
根源。

名牌“A货”网上卖得欢
本报记者 桑海波

价格不及正品1/10

22日，记者在淘宝网一家

奢侈品折扣网店看到，为了迎

接圣诞节，该店正在大力促销。

动辄几千元的奢侈品牌，在这

家网店价格却低得出奇。

“这款LV手包是什么货，

是正品吗？价格怎么这么便

宜？”面对记者的疑问，店家答

得却很干脆：“这是‘超A货’，

正品得要四五千元呢！”店家

解释，所谓A货是仿冒产品
的统称，超A货的意思是高

度仿真。

记者注意到，该网店经

营的品牌很多。“这些品牌

都是高仿的吗？”对于记者

的提问，店家没有否认。

在一家外贸网店，记

者看到，一款号称正品、

2010年最新款的美津浓

乒乓球鞋，售价只有75

元，当记者仔细询问这

款鞋是否正品时，

店 家 实 话

实说，“是

高仿”。

“说是正品，主要是为了把

顾客吸引过来，其实，很多顾客

都知道，这么低的价格不可能

买到正品。”该店家与记者交谈

时透露。

记者试着在淘宝的搜索引

擎上输入“A货”，得到的搜索

结果惊人，其中，“项链/耳饰/

发饰/戒指”类的搜索数量达到
40000多个，“软装/饰品”类的

数量达到10700多个，“服饰配

件/皮带/围巾帽”类的数量为

2500多个。

其实，不止淘宝网，在拍

拍、有啊等网络交易平台，只要

是国际知名品牌，就可以轻松

淘到高仿品，并且越知名的奢

侈品牌，其仿品的数量越多，很

多仿品的价格不及正品十分之

一。

拿山寨货充正品

一款阿迪达斯的足球鞋，

只要80元钱，店家一再宣传“正

品”，面对如此低价，作为买家

是否心动？

在一家三钻信用的网上鞋

店，记者询问店家“这双鞋是否

为正品，与专卖店的有何区
别”，店家称“鞋子是原厂的，与

专卖店的一样”。再次询问是否

为正品，店家的回复仍然是“原

厂的”。

记者发现，一些低价名牌

网店的宝贝介绍中，经常会出

现“原厂货”、“外贸尾单”等字
样。

“外贸订单数量10000，工

厂加工数量通常在12000，多出

来的这些就是尾单，也是原厂

货，有的货品可能略有瑕疵，但

质量与正品区别不大。”一位外

贸尾货店的店主向记者解释。

“我在网上买过一双美津

浓的足球鞋，只有45元，到货后

发现，鞋子散发出刺鼻的气味，

线头、缝合很粗糙，穿着也不舒
服，与正品的差别很大，一看就

是假冒的。”对于所谓“原厂

货”，济南网民小孟有着不愉快

的网购经历。

记者发现，一些网店还热

衷承诺“专柜验货”。为了消除

买家的不信任，店家称买家收

到货后可以到商场专柜找专业

人员验证真伪。

如今，“专柜验货”成了不
少网店的销售手段。记者在淘

宝上搜索发现，“专柜验货”

的搜索结果达到380000多

个。

在淘宝网某网店，一双

乔丹篮球鞋只有160元，而

专卖店售价却高达七八百

元，便宜得让人不敢相信。

记者注意到，商品介绍中，

店家还特别提醒“该商品
为正品，接受专柜验货”。

“这些网店中，自然

有很多诚信卖家，但是也

不排除一些店家‘扯虎

皮拉大旗’，借此博取买

家信任，销售山寨货、

仿制品。”经常在网上

淘货的济南市民小韩

说，“我曾经在网上买

过一双靴子，拿到商

场的柜台验货，可是
销售人员根本不给

查验。”

近日，央视曝光了淘宝

五皇冠网店“精衣求精”售

假被查封一事。网店的监管

问题，再度引起了社会的广

泛关注。

关于“网购”的热点话

题，本报将持续关注和报

道。同时，欢迎读者拨打本

报96706热线，讲述您网购

的亲身经历，谈谈您对“网

购”监管的看法。

网店售假

你能容忍吗？

不少白领热衷

做“A货族”

网店销售“A货”、高

仿品、山寨货，对于广大
网民来说，并不是什么秘

密了，但是记者调查中，网

民对网店售假却表现出了
截然不同的两种态度。

“卖的明明是假货，

偏偏要说是真的，网店最
重要的是讲究诚信，这种
黑心的商家就应该被查
封。”网友“花开花落”在
贴吧上声讨。

对于网店“以次充好”

的售假行为，买家的态度
是一致声讨。但是对于那
些写明“仿品”的店家，许
多买家却并不反对，有不
少白领还坦承自己是经常
光顾这些网店的“A货族”。

“现在啥东西都在涨
价，花得起几千元买一件
衣服的人毕竟是少数，网

上一二百元一件的衣服更

适合普通消费者，样式仿
的正品，价钱却更加便宜，

只要质量不错，有什么不

可以？”济南一家公司的白

领王小姐说。 (桑海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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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网上“逛”一圈，置办一身“国际名牌”，用不了1000元。如今，一大批网店成为“A货”、“高仿品”

集散地，凡是国内外知名品牌，都能轻松买到仿冒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