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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购盛行
价格便宜是主要原因

近年来，网购产品越来越多样，从服
饰鞋包，到家具家电；从零食果蔬，到酒
店车票，在衣食住行、工作、学习、娱乐等
方面对消费者的购物需求形成全面包
围。同时，网购模式越来越成熟，从单一
的商品图片展示，到全方位的视频展示，
再到生动的直播带货形式，持续缩小消
费者与商品的距离感，带动网购群体不
断扩大，网购经济逐年增长。

11月 8日，记者在某平台看到，各种
补贴活动已经开启，大多数商品均支持
跨店每 200 元减 30 元或每 300 元减 50
元。此外，平台还发放几元到几十元不
等的购物红包，“双 11”购物节的氛围浓
厚。除了平台给消费者的补贴外，各个
商家也蓄势待发，部分商品被标出了“双
11”折后价，只等“吉时”到来。

价格便宜是网购的主要优势。以某
品牌羽绒服为例，吊牌价为2299元，在达
城专卖店内，可享受 9.5折，优惠后售价
为2184元；而在该品牌天猫旗舰店中，该
羽绒服“双 11”售价仅为 1609元，是原价
的 7 折不到。据了解，这并不算是很离
谱的差价，部分达城以吊牌价销售的服
装类商品，在网上6折、5折便可买到，甚
至更低。

“商场里的衣服太贵了，我的衣服基
本都是在网上买的，既便宜，可选样式又
多。”90后市民夏女士表示，“双 11”打算
买几件过冬的衣服、鞋子，再囤上足够多
的卫生纸、洗衣液等生活用品，“一年都

不用去超市了。”
夏女士告诉记者，不仅是衣服要网

购，大到家电、手机，小到零食、日用品，
她基本都会选择网购，主要是因为省
钱。受到夏女士影响，其母亲也成了一
位网购爱好者。“我妈以前不会网购，自
从她开始玩抖音，就学会了看别人直播
买东西，现在她比我还热衷于网购，三天
两头就要取几个快递回来。”

“所见即所得”
是实体经济核心优势

网店一定比实体店的商品便宜吗？
事实上也并非如此。近日，市民胡先生
打算购买一台洗衣机，已经在某平台旗
舰店选好款式并加入了购物车，就等着

“双 11”来下单。为了提前看下实物，胡
先生便来到达城某家电卖场找到了同款
商品。销售人员介绍产品之际，胡先生
随口问了问价格，“一问才知道，他们这
打折后的价格居然跟网上差不多，然后
我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开始砍价。”这一
砍不要紧，最终胡先生以低于网店300元
的价格，美滋滋地将洗衣机带回了家。

当然，一般情况下来说，实体店运营
成本更高，价格战很难打赢网购平台，但
购物体验直观、交易迅速、售后方便，这
些都是实体店的明显优势。

与实体店购物相比，网购始终存在
一定的不确定性。尤其以服装类商品为
代表，其尺码标准难统一，买大了、买小
了的情况频频发生，鞋类商品的尺码更
加难以判断。另外，受拍摄环境及屏幕

显示等因素影响，色差问题难避免。在
消费者满怀期待地拆开快递却发现上身
不合适或实物与图片不符的时候，这笔
交易便成了一次不完美的购物体验。虽
然大部分商家支持退换服务，但在这一
来一去的几天物流时间内，已经消磨掉
了买家对于这件新衣服、新鞋子的大半
期待。

“网购我担心买到假货”“网购比较
麻烦，还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更方
便。”采访得知，有不少市民对网购的方
式不感冒，他们认为“看得见，摸得着，心
里才有底。”

网购“套路”多
消费者要擦亮双眼

近日，有网友分享了自己的遭遇。
该网友在某平台看直播时相中了一款背
包，主播表示“微信下单，享受立减200元
的优惠。”于是便按照提示，在微信付款
下了单。收到货后，网友发现实物质量
非常差，与直播间展示的背包大不相同，
在联系商家后，得到了不能退货的说法。

据了解，直播带货门槛不高，这让部
分“歪脑筋”的主播掌握了“生财之道”，
一些人甚至没有商家资质便开始直播推
销商品，然后诱导消费者去微信下单。
这样一来，消费者便失去了三方平台保
护，付款后无法享受任何保障。该网友
的经历不是个例，消费者在购买商品时，
切勿脱离平台交易，同时应仔细查看店
铺资质，判断其商品是否符合规定销售
范围，不给不良商家可乘之机。

“双十一”期间，各种网络促销活动
层出不穷，“爆款直降”“底价秒杀”“超值
特卖”让人眼花缭乱，为确保良好的购物
体验，选对商家至关重要。看中的商品，
消费者可货比三家后，选择经营规模大、
交易量高、口碑好的平台和店铺，不要一
味贪图便宜导致“吃了大亏”。

同时，下单前要仔细阅读促销规则，
不要被文字游戏所“套路”。了解各种红
包、购物券的使用条件、使用期限、使用
范围，注意预售价、尾款价、到手价、预估
到手价的区别，切莫被低价数字引导冲
动消费。另外，对于心仪的商品，要提前
关注其价格变化，“提价后再打折”也是
部分商家惯用的价格陷阱。
□达州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任墨藻 文/图

“双11”再掀一波网购热潮

线上线下两种购物方式各有所长

“双 11”网络购物节来
临，各大电商平台的优惠促
销活动准时拉开帷幕。在预
售、打折、满减、红包的多重
诱惑下，消费者纷纷开启“买
买买”模式，抓住机会清空自
己的购物车。当前，直播带
货兴起，促进网购模式愈发
强势，给实体经济带来了不
小的冲击。在电商巨头的
“内卷”下，网购模式已逐渐
形成全国统一大市场，商品
价格相对透明，更多让利给
消费者。网购虽已经成为了
消费者主流购物方式之一，
但其局限性也相当明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