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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监管日趋严格
“双

11

”价格乱象的话题
已经是老生常谈，但也可以看
到的是，不论是政府监管部门
还是电商平台，都在有意加大
规范价格的监管力度。

今年“双
11

”前夕，国家发
改委曾召开网络零售业和快
递业价格法规政策提醒告诫
会，提醒告诫各网络零售企业

和快递企业， 要依法诚信经
营、加强价格自律，规范价格
行为，公平有序竞争。 明确提
出， 不得不按规定明码标价；

不得利用虚假或者使人误解
的标价形式或价格手段，诱骗
消费者或者其他经营者进行
交易，实施价格欺诈。

在赵占领看来，根据电商

行业商品种类多、价格实时变
动等特点，对于政府监管部门
而言，想要实现实时监管并不
容易， 需要电商平台加强自
律。 但他也表示，随着大数据
等智能化技术的普及应用，监
管手段的不断升级也将使得
监管能力提升。

（据《北京商报》）

中消协发布《2017年“双11”网购商品价格报告》显示，先涨价后降价、虚构“原
价”、随意标价等情况较为突出

“双11”近八成商品没便宜
规模越大，是非越多，“双

11

”秋后算账，价
格先涨后降已成为普遍现象， 几大主流电商平
台无一幸免。

11

月
29

日，中消协发布《

2017

年
“双

11

”网购商品价格报告》（以下简称“报告”）

显示，今年宣称参加“双
11

”促销活动的
539

款
非预售商品中，

78.1%

的商品在平时也能以“双
11

”的价格甚至更低价格买到。 这也意味着，近
八成商品没便宜。

近八成商品不便宜
中消协报告显示， 本次价格跟踪调查涉及

16

家网
络购物平台，均为国内主流电商平台。 对平台中宣称折
扣较大、销量相对较多的

668

款商品进行了有效的价格
跟踪调查后，从价格记录统计结果来看，其中

129

款预
售商品价格行为总体表现较好， 仅有

4

款存在价格问
题，或涉嫌价格违规。 此外，在

539

款非预售商品中，不
在

11

月
11

日也能以“双
11

”的价格或更低价格购买的
比例达到

78.1%

，与
2016

年同期相比有所增加，其中部
分平台和商家的商品存在先涨价后降价、“双

11

” 价格
不降反升等问题。

同时，中消协表示，部分平台和商家复杂的价格表
示方式和促销规则，降低了消费者的网购消费体验。 在
调查体验中发现，部分促销活动徒有其表，消费者难得
实惠，主要问题包括：部分预售商品在预售期间定金随
意改变， 预售商品价格反而要高出

11

月
11

日价格；部
分将“划线价格”解释为参考价、建议价或曾经展示过的
销售价等，以避免“虚构原价”相关法规的约束，给随意
标注划线价格、误导消费留出余地；还有部分商品先涨
价后降价、虚构原价，给消费者造成折扣力度大的假象，

损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对于上述情形，中消协建议，政府有关部门应进一
步完善适应网络购物方式的价格法律规定，加大动态监
测力度，适时公布监测结果，将严重违法行为列入失信
黑名单并公示。同时建议电商平台及商家建立健全集中
促销期间的价格监控机制。

价格先涨后降成惯例
每年“双

11

”，平台和商家
先涨价后降价的玩法已然成为
行业潜规则， 但真正执行的处
罚案例仍是少数。对此，中国电
子商务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知名
IT

律师赵占领表示，先涨
价后降价并不等于违反了价格
监管的相关规定， 只有在夸大
促销力度、虚构原价等情况下，

才可能会面临处罚。此外，有分
析人士认为， 在相关规定和实
际市场表现中， 避免不了所谓
的灰色地带。

据了解， 常见的网络交易
价格违法行为主要包括明码标
价不规范、虚构原价、不履行价
格承诺、虚假宣传、捆绑销售等

几种， 其中虚构原价在过去几
年的“双

11

”中屡次提及。

举例来说，在网购商品时，

经常能看到在某一件商品的正
式售价旁会标有“参考价”“出
厂价”“柜台价” 等类似商品原
价含义的字样， 前者显示的标
价会低于后者，两相对比，会让
消费者产生该商品远低于平常
价格的认知， 从而刺激消费者
下单。 而对于所谓的“参考价”

“出厂价”“柜台价”， 若确实为
平台此前售价，则需按照《禁止
价格欺诈行为的规定》，视情况
判定是否违规；若为虚构价格，

则已违反了《禁止价格欺诈行
为的规定》。

根据国家发改委出台并在
2002

年起施行的《禁止价格
欺诈行为的规定》， 以及在
2015

年
7

月做出的有关条款
解释，对原价的解释为经营者
在当次促销活动前七日内，在
同一交易场所成交，有交易票
据的最低交易价格；如果前七
日内没有交易，以本次促销活
动前最后一次交易价格作为
原价。从本次调查的几起案例
来看，不少平台在“双

11

”的
6

天前， 也就是在
11

月
5

日进
行提价，但“双

11

”当天的销
售页面仍可按照

11

月
4

日未
提价时的价格标注，因此并不
构成违规。

花样促销利弊两说
值得注意的是， 报告中

对“双
11

”商品零售价的表述
特别提到， 在不考虑联动活
动情况下， 消费者在平时就
能以“双

11

”或低于“双
11

”

价格买到商品的比例为
78.1%

。但对于大多数平台来
说，“双

11

” 期间往往也有着
一系列的联动促销。 今年多
数平台都推出了如定金预
售、红包、满减、折扣券等让
利玩法， 还有可以叠加使用

的优惠。 优惠规则过于复杂
引发网友吐槽。 促销商品需
要经过复杂计算才能知晓实
际价格。 另一方面，也有分析
认为， 主打低价的价格战已
经不是“双

11

”的重头戏，包
括阿里、京东、苏宁等在内的
电商平台， 已经把重点放在
了塑造品牌、 优化效率以及
试水新模式、新理念等方面。

曾有服饰品牌商家表示，

通过“双
11

”期间的营销玩法，

有助于品牌和消费者更好地
互动沟通，相较于计算让利成
本， 促销对于塑造品牌形象、

提升用户黏性的意义更大。 此
外，对于今年“双

11

”各大平台
推出的预售玩法，不少电商和
物流行业的负责人都表示，通
过提前获取消费者订单信息，

协调仓储、物流等资源，可以
极大缓解“双

11

”过后的物流
压力，从而进一步提升消费者
体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