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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钻”网购却买到假硬盘
个别网店找人刷钻，看似信誉好实际不地道
本报记者 王倩 娄士强

格消费警示

网店图片是正品

到手却是山寨版

市消委会提醒

消费者注意甄别

本报8月21日讯 (记者
李飞 通讯员 王冰
杜陶羽 ) 网店展示的

图片同正牌商品近乎一
致，消费者买到手才发现
是“山寨版”。2 1日，济南
市消费者委员会连续受
理3起因网上图片同商品
质量“错位”引发的网购
投诉。对此，市消委会发
布消费警示，建议消费者
警惕网上雷同的商品宣
传图片，购买前应仔细检
查商品细节。

健身爱好者小王在
网上看中了一款哑铃，网
店内的商品照片同一款
知名品牌的产品完全一
样，价格却便宜了三成。
等哑铃到手，小王才发现
所购买哑铃的颜色、体积
等外观虽同名牌产品高
度相仿，但细看铃片上却
布满了沙眼，手柄也有毛
刺 。面 对 小 王 的 退 货 要
求，卖家称自己并没有宣
传是品牌产品，产品外观
也同店铺照片一致，因此
不予退货。

经过仔细比对正品
和店铺的商品展示图片，
小王发现卖家的确使用
了正品的照片，却对图片
做了模糊处理，掩盖了商
品实际存在的瑕疵。

据市消委会秘书长
刘力介绍，在网络商品交
易平台上出售款式类似
商品的店铺较为集中，很
多卖家直接使用其他店
铺所拍摄的实物照片进
行宣传，销售山寨商品。

对此，刘力建议消费
者在选择网购卖家时，发
现商品展示照片高度类
似，又无法确定照片是否
真实的情况下，应要求卖
家提供更多关于商品的
细节展示图，从而防止买
到高仿的山寨商品。

菏泽市民李先生打算购买一
个移动硬盘，在淘宝网上精心浏
览后，选定了一家三钻的硬盘商
家，这意味着商家曾经出售过
1500多件产品。更让李先生感到
放心的是，这家店铺的好评率高
达100%。

李先生随后和店铺的客服人
员取得联系，咨询购买移动硬盘
的情况。客服人员告诉李先生，他

想购买的那款硬盘暂时缺货，但
可以预订并通过货到付款的形式
把硬盘快递给李先生。考虑到这
家店铺的信誉，李先生同意了。

8月19日上午，硬盘送到了，
李先生当场拆开包装检查，硬盘
表面上看不出任何问题，机打发
票、保修卡和说明书都有，和商家
约定的赠品也很齐全。回到家后，
李先生把移动硬盘插到电脑上，

却丝毫没有反应，小心拆开一看，
硬盘内部根本没有机芯，还用一
根弯曲的粗螺栓伪装重量。

李先生把自己的遭遇告诉了
淘宝客服，客服人员表示，李先生
和商铺之间实际上是线下交易，
交易过程与淘宝的平台没有关
系，只能是双方私下商议解决。而
商家表示可以换货，但要把硬盘
和发票等全部寄过来。

正在考虑如何处理时，李先
生联系上了杭州的方先生，他也
是看到三钻和好评选择了这家店
铺，同样买到了“螺栓硬盘”。不同
的是，方先生按照商家说的把硬
盘和发票寄了过去，不但没换回
好硬盘，连关键的物证也没有了。

“三钻的商铺，真没想到会发
生这样的事！”说到这个经历，李
先生难以平复心中的愤怒。

好评率100%却卖“螺栓硬盘”

小刘是一名大学生，前不久，
一名网友给他介绍了一份兼职，
不用风吹日晒，不用付出体力劳
动，只要天天坐在电脑前就可以
了。网友同时提供给小刘一个名
为“第三方交易平台”的网站。

按照网站上的介绍，这个平台
的主要功能就是为淘宝商家“刷

钻”，通过大量的虚假交易和虚假好
评为商家提升信誉和销量记录。只
要缴纳50元的会员费，普通网友也
能参加兼职，轻松赚到钱。

平台为每个会员都提供了培训
资料，还制定了严格的“刷钻”流程。
购买之前会员要与卖家以普通消费
者的身份进行假聊，购买时要将“宝

贝”的介绍网页从头到尾全部浏览，
付款时选择“找人支付”的方式，交
由平台主持人统一处理。

按照平台规定，培训资料严
禁对外散布，刷钻过程由平台主
持人全程监督，兼职者的每一步
操作都需要提前汇报给主持人，
获得批准后才能进行下一步操

作。操作不正确的话，会员只能自
己花钱埋单。

每天都要按照培训材料上的
套话做“好评”，小刘感到身心疲
惫，很快停止了这份兼职。但平台
依旧有条不紊地运作着，由于会
员人数较多，会员之间要通过抢
单子的方式才能拿到刷钻任务。

兼职“刷钻”最终于心不忍

家住市中区的朱女士无意中
在一家同城网站上看到了一份兼
职信息：通过虚假交易帮淘宝卖
家刷钻，从中赚取提成。按照信息
上预留的联系方式，朱女士和自
称“专业为放心购物网店商城提
高人气”的一家公司取得联系，随
即收到了一个介绍刷钻赚取提成
的博客链接。

按照博文解释，兼职人员接
到任务后，付款到支付宝拍下宝

贝，等待公司将货款和提成返还
后，点击确认收货，同时做出好
评。按照不同的交易金额，可提成
货款的4%到10%不等。

看完博文，朱女士同意接受
任务，对方随即发过来一个淘宝
商家的链接，出售的商品是一款
标价300元的网络游戏点卡。按照
公司安排的流程和提供的游戏账
号，朱女士拍下了这张点卡。

等待货款和提成打入自己账

户的过程中，公司的工作人员告
知朱女士没有完成任务，催促她
继续以同样的方式购买。又拍下
两张200元和三张100元的点卡
后，朱女士感到不对劲，在多次追
问之下，对方已经不再答复了。

朱女士当即联系了游戏点卡
的卖家，卖家表示并没有雇人刷
钻，始终以为朱女士是正常的点
卡购买。由于点卡已经充到指定
的游戏账号里了，朱女士的退货

申请被拒绝。卖家向朱女士透露，
有的骗子就是利用这种形式骗取
游戏点卡，再通过游戏界面低价
出售。

由于没有点击确认收货，朱
女士的钱还在自己的支付宝里，
但这只是暂时的，按照交易规则，
如果超出一定时限，支付宝里的
钱会自动打到卖家账户。由于淘
宝官方严令禁止刷钻，朱女士只
能白白地承担损失。

欲刷钻赚钱不料被骗千元

如今，网购正被越来越多

的人所接受，大家选购商品多

依靠卖家的信誉和销量判断

商品的质量。有不法分子瞄准

了这一商机，暗地里在网上做

起了刷钻的买卖。也有不良网

店看似“钻”的级别挺高，实际

上昧心卖假冒伪劣商品。

李先生买到的“螺栓硬盘”，
内部根本没有机芯，还用一根弯曲
的粗螺栓伪装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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