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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提示
“朋友圈”里买代购品 牢记“五注意”

消协部门提醒， 在微信朋友
圈购买代购商品时， 避免发生消
费纠纷应牢记“五注意”。

注意一： 要了解清楚卖家的
真实身份信息， 同时要保留相关
的聊天记录， 大件物品最好签订
书面的买卖协议。

注意二：消费者要保留银行、支

付宝等汇款、支付凭据，一般接受汇
款的账户同卖方身份要相符。

注意三：尽量要求卖家从国外直
接邮寄到你的手上并附购物小票，不
要从买家处中转，目的一，确保该物品
的确从国外购买；目的二，防止调包。

注意四： 有些商品看上去很便
宜，但一定要问清楚是不是最终价，

有些卖家以低价吸引你购买商品，

之后告诉你， 运费
30

元、 关税
50

元、代购费
50

元，算下来，可能比专
柜的价格还是高。

注意五： 如果货运途中丢失，

请及时联系快递公司。无论是什么
物品丢失，都会按照申报价值和邮
件保险进行赔偿。（据《华商晨报》）

海外代购猫腻多

国产仿货出趟国变“直邮正品”

编者按：今年“双
11

”即将到
来，各大电商平台和微信朋友圈
里的代购已经开始预售等各种
促销活动，不少“剁手族”也跃跃
欲试，早已将想买的商品放进购
物车。

代购商家们也不甘示弱，通过
微信平台展开刷屏促销大战。 昨
日，业内人士揭秘，微信朋友圈代
购商品鱼龙混杂，一些国产货邮寄
到国外街边小店，贴标后冒充进口
商品，再转回国内销售。

代购老板生意经
代购做“朋友生意”

良心卖家才能活得久

刘洋（化名）在沈阳做海外代购生意已
有

5

年时间，主要借助微信朋友圈推销化妆
品、服装、鞋品、箱包、食品等海外商品。随着
“双

11

”的临近，刘洋准备奔赴国外采购一
批免税商品， 在朋友圈里搞一次大促活动，

并进行采购直播，提升人气。

5

年前的一天，刘洋和妻子加入到一个
海淘聊天群，时常会通过朋友购买一些海外
商品。 “几次接触后，我感觉到做海外代购这
一行挺赚钱，我和妻子决定尝试一下。 ”刘洋
说，由于当时白天要上班，所以只能利用工
作闲暇时候，通过亲朋好友帮助聚拢人气。

“海外代购做的基本是‘朋友生意’

,

朋
友圈里没有人气，东西再好都没有人关注。 ”

刘洋说，他从事海外代购的前两个月，有时
一周只卖出一两单，还不少人认为代购的是
假货。

经过半年的打拼，刘洋的朋友圈好友阵
营不断壮大，他的海外代购生意终于见到了
收益，如今刘洋平均每个月靠经营海外代购
能赚一两万元，还发展了四五个代理。

刘洋坦言，代购生意虽收入可观，但背
后却隐藏着许多鲜为人知的汗水、挫败和心
酸，甚至是对良知的考验。在刘洋看来，想海
外代购生意做得长久， 必须保证一手货源，

商品必须为正品，购物凭证要真实，做良心
卖家才能留住客源。

当然也有闹心的时候，刘洋介绍，在出
国采购商品时， 时常会遇到化妆品包装破
损、快递时间超预期等经营风险。另外，回答
客户询价时，也要不厌其烦。 “多数客户只是
随便问问价，然后就没有消息了。 ”刘洋说，

还有一些客户，事前问好了价格，也决定购
买，可等他到了国外商店后，客户突然反悔
不买了，甚至删了微信。

除了要面对个别客户的刁难， 刘洋说，

近年来国内电商纷纷涉水“海外购”，让他这
样的个人商家“压力山大”。

维权难点
私人代购多不具备相关执照 售后难保障

化妆品、服装、鞋品、名包……

微信朋友圈里有关海外代购的
“业务”越来越广泛，但其中的消
费风险不容忽视。

针对海外代购等推销行为入
侵朋友圈的情况， 中消协曾发出
消费提示称， 不要轻信朋友圈的
超低价销售和代购， 不要过分依
赖朋友圈内晒单。

消协部门表示， 微信朋友圈
交易存在三方面消费风险： 出售

方身份不明， 有纠纷时往往无法
核实交易方的真实资料； 买卖双
方之间没有“第三方交易平台”，

因此没有第三方为买卖行为进行
中间的协调、监督；由于出售方不
是规范销售者， 对于交易产品的
售后服务没有保障。

另外，根据消协部门掌握的情
况，朋友圈海外代购等推销的共同
特点是利用熟人或间接熟人关系
交易。 由于销售或代购采取私下交

易，且无法提供相应票据，一旦发生
消费争议，合法权益难以保护。

据分析，微信朋友圈与网店不
同， 它的经营者大部分为个人经
营，且不具备经营的相关执照和证
件，不属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
的经营者，微信朋友圈也不是“第
三方交易平台”（所谓第三方平台，

指的应当是搭建一个购物平台，专
门用于交易）， 因此在微信朋友圈
购物很难依据消法来维权。

业内揭秘
假货出国转一圈 变“海外直邮正品”

昨日，记者通过
qq

和微信随
机采访了

50

名沈阳本地网友，其
中

43

名受访网友表示，在自己的
微信朋友圈里看到过海外代购商
品推销信息， 不过仅有

6

名网友
表示， 通过微信好友购买过海外
代购商品。

多数受访网友表示， 从价格
上看， 朋友圈推销的部分商品与
专柜比较确实便宜， 但由于对私
人采购的渠道不甚了解， 担心商
品存在问题， 为避免买到问题货
引发纠纷，伤了朋友间感情，不敢
轻易选购。

事实上， 海外代购商品虽然
“看上去很美”，但商品鱼龙混杂，

购物风险不容忽视。

近日， 网红名人凤姐在朋友
圈里对代购族“开炮”，一篇《为什
么我不做代购》 的文章引来不少
网友围观。 凤姐在文中表示，“许
多国外产品都是中国代工的。 ”

事实上，在海外代购圈内，国
产仿货冒充进口代购商品销售的
情况已经成为业内公开的秘密。

市民张女士介绍， 去年“双
11

”期间，她到国外从正规渠道给
朋友们代购面膜， 店方报价一次
批发

50

盒为
200

元
/

盒，发货需要
等上一个星期。 但她朋友称朋友
圈里有代购商销售同款面膜标称
“直邮正品”，买

20

盒以上即可享

受
50

元
/

盒的批发价， 货量充足，

需要多少有多少， 而且随时可以
发货。

刘洋称， 根据业界掌握的情
况， 有人将国产仿货包裹带到国
外小店，重新分包装贴牌后，加上
代购商品的小票， 再寄给中国买
家。 这些仿品比正规免税店里的
商品便宜，转了一圈后，变成代购
正品，而且还是“海外直邮”。

多名做过海外代购生意的
业内人士透露，冒牌代购品以化
妆品居多， 涉及面膜和马油等，

由于成本低廉，抢走了大量的客
源，个别代购商从中可以赚取高
额的利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