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月31日20:00，今年的“双11”大幕
正式拉开。很多人经历一番烧脑凑单操作
后，买到了符合心意的商品，但也有不少人
非常“闹心”，“付款失败”“退款”等词一时
间冲上热搜！

为更好规范网络交易市场秩序，切实维
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南充市、遂宁市、达州
市、巴中市、广元市市场监管局联合提示广
大消费者在“双11”购物节注意以下方面：

平台选择要慎重

网络购物时，尽量选择经营资质齐全、
信誉等级和消费者评价较高的购物平台和
网店，认真查看其在显著位置公示的证照
信息，不要轻信网络引擎的搜索结果，更不
能轻信和点击来源不明的网址链接，理性
看待各类促销活动，不轻信“特价”“清仓
价”等促销信息，不要与卖家私下交易。

选择预售要慎重

正规的预售既能让消费者享受更大的

优惠，又能让商家合理安排产能和物流，是
一种双赢机制。但有少数商家会钻预售的
空子，利用虚假发货、延迟发货等方式侵害
消费者合法权益。建议消费者要学会事前
取证，留心具体的发货时间，通过平台提供
的沟通渠道与商家客服进行交流。

支付定金要慎重

建议消费者在面对满抵、满减、降价、
打折、秒杀等促销活动时，提前详细了解活
动规则和定金使用规则，看清定金的使用
条件、方法和期限等，理性下单。关于定
金，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如果是消费者主动
放弃购买，商家一般不予退还。付款时选
择安全的第三方支付平台支付，不要轻易
相信商家以任何理由要求的直接转账、扫
描不明二维码等方式付款。

直播购物要慎重

建议消费者在观看直播时，不能只出
于对主播个人的喜欢和信任而盲目消费，

下单前应了解清楚主播所推荐商品的来
源、功能、质量、效果及价格等真实信息，不
要被直播间渲染的“价格低廉”“秒杀”或

“数量有限”等商品短缺氛围所蒙蔽，盲目
冲动消费。对于相关的购物链接要确认其
安全性，确保自己的资金安全。

消费凭证要留存

网购产品因为不能现场查看，较容易
出现消费者收货后和预期有差距的问题。
如遇到网购产品质量不满意的情况，消费
者可以依据法律规定选择七日无理由退
货。建议消费者购物应该尽量选择信誉度
高的平台和商家，并注意保存购物凭证（网
购时的页面截图、聊天记录、支付记录等都
可以作为证据），一旦发生消费纠纷，要及
时联系商家或平台进行处理。如果无法协
商解决，也可以拨打 12315 消费投诉热线
向平台所在地市场监管部门投诉或通过登
录 12315 平台进行投诉或举报，依法维护
自身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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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双1111””网购消费提示网购消费提示

定金预售、价格直降、全网最低……今
年“双十一”网购促销活动依旧热度不减，
各大网购平台和直播间纷纷推出各类促销
活动。为引导消费者理性消费、提前避坑，
近日，四川省保护消费者权益委员会、重庆
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陕西省消费者
权益保护委员会、甘肃省消费者协会、青海
省消费者协会、内蒙古自治区消费者协会
联合发布网购消费典型案例并为消费者支
招。

案例一：下单成功不发货，商家
“误操作”应赔偿

今年8月，消费者夏先生向四川省绵阳
市平武县保护消费者权益委员会投诉称，
自己在某网购平台购买了一台手机，下单
并付款成功，但商家迟迟不发货，称工作人
员误操作上架了无货的产品，无法发货。
经调解，商家认识到自身存在的违约行为，
赔偿消费者 1000 元，消费者同意撤销订
单。

案例二：“发空单”诱导收货，交
易完成后失联

今年9月，消费者王先生向重庆市消费
者权益保护委员会投诉称，某网店宣称有
内部渠道可以买到紧俏的一款华为手机，
且价格低于市场价，于是下单并支付6800
元，几天后商家要求消费者先确认收货，由
于物流显示正在派送，消费者便点击了“确
认收货”，但此后一直未收到手机且商家失
联。经重庆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调查
发现，该商家已经多次采用“发空单”诱导
消费者先行确认收货的方式非法获利，且

其在平台的保证金已不足以赔付消费者损
失。消费者已向公安机关报案，此案正在
进一步处理中。

案例三：宣传视频物美价廉，实
际商品大相径庭

今年2月，甘肃省消费者协会接到消费
者解先生投诉称，自己在某线上平台看到
售卖如意鎏金茶具的视频，宣传的茶具精
美价廉，于是下单并支付 79 元货款，但实
际收到的是一款粗陶茶具，与宣传视频完
全不符，材质工艺大相径庭，申请退货后被
要求自行承担运费。经调解，经营者同意
赔偿消费者500元，消费者表示满意。

案例四：直播间购买酥油，收到
竟是三无食品

今年6月，消费者王女士向青海省黄南
州尖扎县消费者协会投诉称，自己在某直
播平台购买了一款酥油，下单金额 74 元，
收到后发现产品包装没有任何标签标识信
息，属于三无食品。经调解，商家同意退还
消费者74元并赔偿1000元。因酥油为农
牧地区手工制品，无证据证明该产品不符
合食品安全标准，市场监管部门予以责令
改正，不予立案处理。

案例五：直播间买宠物被诱导私
下交易，遭遇连环套

今年10月，陕西省消费者权益保护委
员会接到消费者黄先生投诉称，自己在某
直播平台购买宠物猫，被诱导添加商家微
信后支付 700 元，次日又被要求支付 300

元运费。几天后，消费者接到电话通知说
猫到了但需支付2100元的猫粮费用，经与
送货人员确认除宠物猫外无其他物品，认
为自己被骗，要求商家退款被拒。经调解，
商家退还消费者所有费用1000元。

案例六：网购亲子教程未使用，
协商退款遭拒

今年9月，消费者黄女士向内蒙古呼伦
贝尔市莫旗市场监管局消费者投诉调解办
公室投诉称，自己3月在某平台支付1680
元购买了一套亲子教程，但一节课未上，与
商家协商退款被拒。经调解，经营者最终
同意为消费者全额退款。

六地消费者组织提醒消费者参与网购
促销活动：

一要理性消费，不要轻信商家或主播
所谓的“最低价”宣传，要多渠道、多平台比
较；

二要选择正规平台，选择证照齐全、信
誉度较高、评价良好的商家；

三要了解商品详情，保存好宣传资料，
如宣传页面、宣传视频、主播承诺等，不要
脱离平台私下交易；

四要关注物流信息，如商家迟迟不发
货或拒绝发货，保存订单积极维权；

五要先查验再收货，促销活动期间收
件量会增多，一定要开箱验货后再点击“确
认收货”，切勿在没有收到货物之前点击

“确认收货”，以免遭遇“虚假发货”骗局；
六要保存好购物凭证，发生纠纷及时

拨打 12315、12345 或向经营者所在地消费
者组织投诉。

（据川观新闻）

““双十一双十一””网购如何避网购如何避““坑坑””？？

川渝陕甘青内蒙古川渝陕甘青内蒙古
六地联合发布典型案例和六地联合发布典型案例和““避坑指南避坑指南””

掌上达州

了解更多达
州本土资讯，请扫
描二维码，关注掌
上达州APP。

10
2023年11月10日

星期五

13508257150

周周

刊刊

□主编：洪 叶

□编辑：郝富成

□美编：郝富成

护
航
经
济
发
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