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既有下单后不发货、物流慢等老问题，又有卖家追着要好评、直播带货藏猫腻等新问题

“双 11”旧病未除，又添新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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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卖惨惨、、利利诱诱、、骚骚扰扰，，只只为为要要好好评评
“我也是实在没有办法了，淘宝上

给你发消息，你没理我。我是实习生，业
绩不达标就要走人的，真不想失去这份
工作。 你之前购买的东西，麻烦善良的
亲亲给个满五星好评，好吗？ ”

11 月 20 日，重庆沙坪坝区消费者
刘女士在收到这样一条短信之后非常

生气。 “我真的很讨厌收到这类消息，之
前还有打电话来跟我卖惨催促我给好

评的。 生活很艰难没错，你为了工作也
没错，但是明明是购物行为，为什么总
给我一种被道德绑架的感觉？ ”

除了卖惨的，还有利诱的。 记者在
微博等平台搜索发现， 不少消费者都
遇到过卖家明示或暗示给好评就返现

的情况。 比如，“亲，给个五星好评吧，

返 2 元红包哦 ! ”“五星好评即可退 3
元小红包 、3 元也是钱 、3 元也是爱 ”
“收藏店铺+晒美图+10 字评价+追评，
奖励 3 元”。

此外，还有消费者反映，如果不给
好评，就一直会受到卖家的短信或电话
骚扰。

直直播播带带货货有有欺欺骗骗行行为为
今年 “双 11”期间 ，作为技术革新

升级与网红“粉丝聚焦效应”融合共生
的产物， 直播带货销售方式出尽风头。
美妆、服饰、食品、消费电子、母婴等行
业都纷纷拿起“直播工具”，就连汽车也
开进了直播间。

根据淘宝直播数据，“双 11” 期间
直播带货成交额近 200 亿元，超过 50%
品牌商家通过直播获得新增长。

直播带货让部分商家赚了把快钱，
但问题也有不少。 11 月 18 日，有网友
发文质疑快手平台某带货主播在直播

间夸大宣传产品成分和虚假宣传产品

功效，并且无售后保障。 消费者发现被
骗后想申请退款，却发现店铺立马下架
所有物品，关闭店铺。

这种情况并非个例。 《报告》显示，
从 11 月 1 日~11 月 15 日，中消协共收
集促销宣传负面信息 137940 条。 从日
趋势图上看，相关信息在 11 月 11 日达
到信息高峰，为 16209 条。 主要涉及直
播带货欺骗消费者、商家宣传与实际不
符、欺诈、有价无货等问题。

应应聚聚焦焦用用户户体体验验的的提提升升
对于网店通过各种手段索要好评

的做法，网经社电子商务研究中心法律

权益部助理分析师蒙慧欣表示，这有违
电商平台设置商品评价机制这一初衷。
好评返现实质上是卖家通过货币返现

对消费者进行交易贿赂，诱导消费者对
产品和卖方的交易行为进行非客观评

价。 至于卖惨式索要好评，则是对消费
者进行道德绑架。

“消费者网购时， 一般都会事先看
看商品的评价情况。 但现实中，这些评
价却未必真实，其中就包括卖家以各种
方式向消费者索要好评，这就使消费者
对商品形成高于其本身的好感度，从而
激发购买欲望。 这种索要好评的行为，
不仅侵犯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而且对
诚信守法商家造成不良冲击。 ”中国法
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

长陈音江说。
针对直播带货存在的问题， 中国

消费者协会法律与理论研究部主任陈

剑认为， 与直播带货交易火爆的场景
相对应的， 却是网红与平台规则意识
的普遍缺失。一方面，不少网红直播带
货不同程度存在夸大不实宣传， 甚至
销售“三无”产品、变质产品等问题。另
一方面，声称单纯提供“社交表演”，实
际却赚取了丰厚收益的电商平台 ，对
维护网络促销秩序缺乏应有的担当 ，
对售卖商品缺乏严格准入审核、 统一
管理。 高红利、低门槛，导致售卖商品
质量参差不齐。

针对“双 11”前后存在的一些老问
题和新问题，中国消费者协会律师团律
师李斌表示 ，电商平台既是 “双 11”消
费者购物的主要渠道，也是购物节期间
巨额交易的受益者之一，应依法肩负第
一责任。电商平台应摒弃唯流量是举的
思维模式，通过转型增效改善消费者购
物体验。

李斌认为 ， 走过了 11 年的 “双
11”，不应仅是电商收割用户的战场，而
应聚焦用户体验的提升。

（据新华网）

下单后不发货、物流慢等，这些
都是 “双 11”存在的老问题 ，近年来
虽有所改善，但并没有彻底解决。 记
者在采访中发现 ，今年 “双 11”前后
又出现了卖家追着索要好评、直播带
货有猫腻等新问题。

中国消费者协会 11 月 21 日发
布的 《“双 11”消费维权舆情分析报
告》（以下简称《报告》）显示，“双 11”
大促存在快递配送问题多，购物体验
打折扣；产品质量藏隐患，消费安全
引担忧；价格变化实在快，买的不如
卖的“精”；直播带货引争议，“虚假宣
传”上热搜；促销短信频造访，不堪骚
扰很“闹心”等多种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