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原本是外卖平台方为了扩大用
户群而推出的“首单立减”，在网络
上， 却成为一些人的牟利工具。 近
日，记者调查发现，通过淘宝、

QQ

群等途径，花费数元购买“新用户资
质”， 就可以通过全新账户下单，获
得外卖平台的首单减免优惠， 全程
不超过

10

分钟，且早已形成了一套
完整的产业链。

对此，有法律界人士指出，如果商
家获取注册号码的来源不合法， 或未
经当事人同意便采取出售行为从中获
利，需要承担相应的责任。而在商家非
法获取、使用信息的情况下，购买者花
钱购买此类“新用户减免”优惠可能属
于不当得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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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卖首单立减花钱竟能无限使用
用网售手机号享受优惠已成灰色利益链律师称买卖双方涉嫌违法

“外卖首单减免”可暗箱操作？

“新用户立减
16

元”“新用户下单立减
20

元”……在各大外卖平台上，这些原本为了招揽
用户注册使用而提供的优惠， 却被一些人悄悄
“盯上”。 近日，记者在贴吧、

QQ

以及淘宝网站上
发现，一部分淘宝商家及个人公开出售“新用户
立减”优惠，并出示了详细的操作流程。

记者注意到，早在去年就有市民反映，曾在
淘宝平台上发现过不少商家售卖“首单优惠”的
折扣券和优惠券。 王希（化名）回忆称，去年

5

月
曾花了

6.49

元在淘宝上购买了这类优惠券，随后
客服提供了一个新的手机号注册的账号。王希登
录的时候需要输入手机验证码，客服会在规定的
几十秒内发来验证码帮助她完成登录。 “账号登
录成功后，我就发现自己成了新用户，点餐时可
以享受首单优惠。 ”王希说。

王希称第一次购买饿了么首单优惠券的体
验并不好，“商家第一次拒接订单，按照之前的约
定就无法退款。后来我又交了一次钱再问客服要
了一次新账号的验证码才完成订餐，价格整体算
下来只比用自己账号点餐便宜

2

元钱”。

这类钻外卖平台“空子”的现象并不少见。

记者随机在淘宝中检索“外卖首单”等关键词，

就会发现有数十名商家出售“外卖首单代下”服
务， 这类服务涵盖多家平台， 售价在

1

元至
12.88

元不等。

商家在介绍中提醒称，购买这项服务不需要
是未注册的“新用户”，老用户付完款后，商家会
提供未注册过外卖平台的手机号码，即“白号”供
买家下单，从而享受“新用户立减”优惠，或者商
家可以为用户直接“代下”订单。

事件

10

分钟即可完成“首单代下”

记者看到，在与淘宝网上
的商家简单沟通后，对方通常
会提供

QQ

群， 邀请买家进群
详聊。

记者随机添加了一个“外
卖交流群”， 观察到群内已有
200

多名来自全国各地的点单
用户。 群公告显示，该群“接饿
了么首单，‘新用户减免

15

元’

的收费
9

元，减免
20

元的收费
12

元”，同时，买家还需支付订
单的“实付金额”。

记者加入该群后不久，其
中一名管理员在群里提醒称

“要下单私聊管理员，请不要在
群里问”，随后，该管理员单独
开启对话框联系记者。

管理员告诉记者，如果要
购买“新用户减免”服务，先发
送自己的城市名、地址，把自
己想要点的餐下单后截图给
管理员看。 随后，记者在饿了
么平台找了一家“首单减免

20

元”的商家，点了一份
23

元的
外卖， 并将菜单截图发了过
去。 约

5

分钟后，该管理员称
已经下单，“算上送餐费

5

元
一共

28

元，这单减完
20

元是

8

元，手续费是
12

元，再减
一个送餐优惠

4

元， 你付我
16

元就可以。 ”记者按照管
理员提供的支付宝账号，转
账

16

元后， 对方提醒称已
“完成下单”。

随后，管理员提醒称，要给
商家打电话将管理员预留的取
餐电话更改成自己的手机号
码。 整个操作流程不到

10

分
钟，记者计算了一下，购买服务
后， 比原先的订单节省

12

元。

约半小时后， 记者接到了配送
员的电话并拿到了外卖。

体验

商家或侵犯他人信息安全
对于买卖“新用户立减”优

惠券一事， 北京市康达律师事
务所韩骁律师指出， 淘宝商家
出售号码给购买者， 购买者在
外卖平台中以“新用户”身份进
行购买消费，“因为外卖平台本
身有相关的‘新用户减免’政
策， 购买者也的确使用‘新用
户’身份享受相关优惠，这符合
平台的相关规定， 并不涉及侵
犯平台的权益”。

但韩骁表示， 淘宝商家获
取号码的来源合法性需要关
注。他指出，如果商家是通过合
法途径获取该种号码， 并且经
过了当事人的同意出售号码，

那么这种行为是合法的。“如果
商家获取号码的来源不合法，

或未经当事人同意便采取出售
行为从中获利， 便要承担相应
的责任。 ”韩骁举例称，例如商
家是在其工作过程中获取该号
码，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相
关规定，“经营者及其工作人员对
收集的消费者个人信息必须严格
保密，不得泄露、出售或者非法向
他人提供； 如果商家未经当事人
同意，使用信息不当，侵犯他人信
息安全权， 应对号码持有者承担
民事赔偿责任， 并可能面临工商
管理部门的行政处罚。 ”

韩骁补充道， 在商家非法

获取、使用信息的情况下，购买
者花钱购买此类“新用户减免”

优惠可能属于不当得利。《民法
通则》 第九十二条规定：“没有
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
他人损失的， 应当将取得的不
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当商
家获取、 使用信息不合法的情
况下，购买者借用“新用户”身
份获取的利益没有合法根据；

而“新用户”的使用优惠只有一
次， 号码合法持有者使用时就
不能再享受该优惠， 受到了相
应损失； 所以购买者属于不当
得利， 应将所得利益返还给号
码持有者。 （据《北京青年报》）

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