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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商专供”不能成
为劣质商品代名词

一箱同品牌的纸巾，网店售价便宜一二
十元；一件同品牌同款的服装，网店售价是
实体店的一半； 一款看似一样的电视机，线
上线下价格相差千元……眼下正值“618”电
商大促，不少消费者反映，网上搜到同品牌同
款商品的价格虽然便宜不少，但收到货后却
与实体店有差距。 据新华社报道，业内人士
介绍，不少商品实为品牌的“电商专供”款。

“618”电商大促，各大电商平台、商家下
足了功夫，做足了声势。 很多消费者的购买
欲望也被充分调动起来，网络购物车已经被
逐渐填满，只等出手下单。 但一些有经验的
消费者却对电商、 网购多了一份警惕心理，
因为他们担心买到“电商专供”商品。所谓的
“电商专供”，就是专门供给电商，通过网络
销售的各种商品，这类商品在实体店是见不
到、买不到的。

为避免线上线下两个渠道的利润互搏，
不少厂家生产专供电商渠道销售的 “专供
款”，早已成为惯例。 按理说，作为一种销售
策略，这样做似乎也没有什么不妥，但问题
在于，在电商领域，各大电商平台、各路网络
商家之间更容易掀起价格战，消费者也更喜
欢在各个平台和商家之间进行比价。为了在
价格上取得竞争优势，厂家就只能想方设法
压低产品的生产成本， 于是，“电商专供款”
往往就成了价低质劣商品的代名词。

一些鞋服、箱包、家电、卫浴、纸品更成
了“电商专供”的重灾区，简直让消费者防不
胜防。 更值得注意的是，“电商专供款”产品
只要符合国家相关的生产标准，并不属于假
冒伪劣产品，所以难以通过相关法律法规予
以监管。换言之，“电商专供”商品的出现，只
是厂商的一种营销策略，即便可能对消费者
的利益带来损害，但并不违法违规。

目前务实可行的做法，一是引导和督促
生产厂家、 商家通过各种方式对 “电商专
供”商品做出明确的标识，充分满足消费者
的知情权， 以供消费者自己根据自身情况
进行选择。 二是需要消费者秉持必要的消
费理性，既不要被电商产品的低价眯了眼，
也不要被各路电商频频掀起的价格战裹挟

进去无法自拔，买回一大堆价低质劣，价值
不大的商品。 （据《中国青年报》）

网络招聘猫腻多 小心“馅饼”成陷阱

“XX 客服都是骗局”“我的押金到现在还没退”……近日，在一个名为“打击网络招聘骗局维权”的 QQ
群中，许多曾在网络招聘中受骗的网友激愤地发言。

当前，网络已成为许多求职者寻找工作的主要方式，但记者近日调查发现，招聘网站上陷阱多多，“假招
聘，真骗局”现象时有发生。 对此，有关专家认为，商业招聘平台获得收益的同时，也要依法承担相应的信息
审查职责。

整理材料实则是整理拆迁建筑废料

今年寒假， 山东济南的学生小
毕与同学商议找一份兼职。 某招聘
网站上一则“招聘兼职工整理材料”
的消息吸引了他们，一天 70元。

“和对方打过电话确认过 ，对
方和网站描述一样， 就是整理材
料，工作轻松。 ”按小毕与同学的理
解，整理材料就是整理一些办公文
字材料，可当他们第 2 天到达约定
地点时才发现，所谓材料实则是整
理拆迁剩下的墙体建筑废料，“老
板说，建筑材料也是‘材料’，但我
们觉得他是故意模糊工作内容。 ”
从那之后， 每在网上浏览招聘信
息，小毕都会更加仔细地询问工作
细节，以防上当。

记者在一些网络招聘平台上搜

索，发现面对海量的招聘讯息，不知
如何判断信息真伪。 山东潍坊的莹
莹提醒道，在网上找工作要小心。

春招开始，莹莹准备在家乡求
职，一家知名保险公司招聘人事的
消息吸引了她， 便申请了该职位。
很快，对方便安排了面试。 “所谓面
试， 就是到现场填一个简单的简
历，随后的面试都是对方介绍各种
保险及卖保险的好处。 ”莹莹介绍，
面试结束，对方说她很适合这个岗
位，但得先交 200 元培训费才能入
职。 想起此前看过类似的招聘骗
局，莹莹找个理由拒绝了。

不同于莹莹免于被骗，石家庄
的牟先生则付出了金钱的代价。此
前天津一家工厂招聘，他与家人开
车到天津面试。 对方以体检为由，
让牟先生交了 350 元，随后又以照
片费、入职抵押金、宿舍费等名目
收款。 后来牟先生才了解到，这家
工厂本没有招聘计划。

艾媒咨询发布的 《2019 中国
互联网招聘行业市场研究》 显示，
在网络招聘平台各种不良体验中，

求职者最介意企业信息不真实，占
比达 34.8%。 中国裁判文书网显
示，自 2017 年至今，涉及虚假招聘
的一审判决书有 273 份，涉及刑事
案件的有 174 份，最常见的犯罪手
段就是诈骗。

不知道找谁维权

“打击网络招聘骗局维权”群
号召受骗网友联合起来维权，“或
许你觉得你被骗个几百元肯定拿

不回来了就这么算了，但是你能想
象在这样的平台上每天会有多少

个受害者？ ”但记者发现，真正付诸
维权的却没几人。

群友小欧刚毕业寻找实习时，
曾在网上被骗 900 多元“培训费”，
发现被骗后她无计可施，“完全不
知道怎么办，以为金额太少不能报
警。后来加入维权群想着大家人多
力量大，可以一起报警，最后也不
了了之，花钱买教训吧。 ”

莹莹面试结束离开保险公司

时，曾想过投诉该公司，可苦于证
据不足，最终也只能放弃。 “当时也
就是面试时对方口头让交款，自己
并没有交款，也没有录音，投诉也
无法提供证据。 ”

在一些基于网络沟通的在线

工作中，更容易因证据不足而难以
维权。 此前，南京劳动监察支队曾
接到投诉，一学生在网上找到一份
兼职写手的工作，双方约定按月结
算稿酬。 但写了两个月后，该学生
依旧没收到稿费。劳动监察的工作
人员发现， 双方通过网络沟通，没
有签订劳动合同，这名学生对该公
司的真实名字及办公地点都不了

解，监察部门想帮助维权却无能为
力。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刘

俊海指出， 网络招聘便捷高效，深
受求职者欢迎。但网络招聘信息不
对称，求职者的信息在招聘公司那

里是透明公开的，而多数情况下，求职
者对招聘公司却一无所知，所以求职者
浏览招聘信息时一定要擦亮眼睛，“面
对高收入、低要求的工作，不要急功近
利，应聘过程中对方要求缴纳培训费等
费用时要拒绝。 ”

刘俊海提醒，应聘者面试前可在网
上查询求职单位的工商登记、 营业执照
等相关要件，应聘时要仔细看合同，留存
诸如转账记录、聊天记录、票据等证据。
“一旦发现应聘过程中存在欺诈，在保证
人身安全的情况下，要第一时间维权。 ”

网络招聘平台应做好信息审查

前不久，苏州法院公布了一起“恶
势力犯罪集团‘黑中介’诈骗案”典型案
例，一个 19 人犯罪团伙，以人力资源公
司的名义在网上发布虚假招聘信息，作
案 162 起，骗取 23.7 万元，应聘者发现
被骗后要求退款，还曾遭到该应聘团伙
的恐吓。

一个暴力犯罪集团是如何化身中

介公司逍遥网络的？法院在审理案件中
发现， 该团伙系通过网络实施犯罪，于
是法院给相关网络招聘平台发送司法

建议，建议其采取措施阻塞平台监管漏
洞。

记者在搜索一些兼职信息时发现，
许多招聘公司在其主页上公司简介、联
系方式均为空白。 对于招聘信息中的
“名企”“推荐”等标示，业内人士提醒求
职者，“这是一种推广方式而已，有些标
识花钱即可购买。 ”

《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规定，
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者应当向上网用

户提供良好的服务，并保证所提供的信
息内容合法。 换言之，平台负有审查职
责。刘俊海指出，“网络招聘平台应当为
求职者把好关。 招聘平台是它们搭建
的，求职招聘规则是它们写的，用人单
位是它们遴选的。平台通过网络招聘的
商业模式获得收益，因此平台企业要依
法承担社会责任。 ”

（据《工人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