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现今，11月11日已由普通的一天升级成为“光棍
节”，而借助“光棍节”形成“双十一”网络购物狂欢节，
能让全国亿万消费者聚集在一天消费，绝对是一个很
成功的营销案例。那么，“双十一”网络狂欢到底有多
“狂”呢？ ▋记者 王珊珊

今年销售额预计破千亿
去年的“双十一”网络购物节，为天猫带来 912 亿

的巨额收入，由此可见网购给大家的生活方式带来的

巨大变化。在“双十一”来临之际，各家网店纷纷蠢蠢
欲动，提前推出各种促销活动，如红包、优惠券、满减
等，来吸引消费者的关注。快递也是做好充分准备，用
万元月薪来吸引应聘者。

今年的“双十一”也不例外，据悉，业内人士预计
今年“双十一”销售额破千亿元应该不成问题。和往
年不同，今年“双十一”购物狂欢节，阿里巴巴将主要
瞄准跨境商品，其中“全球买”将有 25 个国家和地区
的 5000 多个海外大牌参与，主打的折扣商品数量达
5000 万件。

“双十一”理智购物
去年，天猫的350亿收益还在消费者的印象中没有

抹去，今年的“双十一”就要到来，不少消费者和网购一
族已经做好“开抢”的准备。在某公司工作的小汪说，她
最近一直没买东西，就等着“双十一”抢购。据网络达人
小刘说，“其实在‘双十一’虽然有各种活动，但是由于价
格相对来说比较便宜，很多网民就会入手不少东西，其
中包括不必要的物品，这样算下来，也并没有省下多少
钱。”他提醒“剁手族”，还是“理智购物”比较好。

“剁手族们”，今天你买了吗？

关于“双十一”的
那些段子

1、钱没了可以再挣，东西下架了就

没了！——我劝女友少买的，她是这

样回我的！

2、闹半天你们说的清空购物车是

全买，不是全删啊？！

3、“什么车容易超载，会造成严重

损失，但又没有法律禁止？”“购物车。”

4、刚把女友购物车里的东西全都

结算完之后，女友立马改了密码，然后

微信我说要分手！我问为什么，她竟

然回答说我打的字丑。

5、晚饭你们有缺灯泡的吗？坐着

吃饭不说话超可爱的那种。吃完我就

走，真的……我还可以帮你们拍照的！

6、是什么支撑我在这个灯红酒绿

功名利禄满是世俗的世界里，面对一

年一度购物狂欢，依然保持朴实无华

单纯美好的个性？是穷！！！

7、昨晚，我怕老婆在双 11 狂刷乱

买，就拉着她陪我喝了一斤白酒，想让

她早点睡下，没想到我先醉了。今早，

我打开电脑一看，喵了个咪的，这婆娘

酒后壮胆啊。

8、我老婆是个很持家的女人，双十

一前一天晚上她为了不败家，吃完晚

饭早早就去睡了，不过睡到现在还没

醒，我不禁有些担心，是不是我安眠药

下多了？

9、突然想起来，我当初学习网购的

初衷是为了省钱，顿时我双眼含泪，泣

不成声。

10、每到双 11，都会突然涌现出两

种人，一种是自称剁手族，一种是吐槽

败家娘们的，前者无非是炫富，后面的

最可恶：不仅有媳妇，还炫富！

11、老公：咱家的钱你都拿去双 11

网购了，今后咱们吃什么啊？老婆：明

天国家就要发行新人民币了，还怕没

钱吗？

12 双十一东西都好便宜，燃起了

购物欲，想了一中午都想不到自己缺

什么。最后想通了，原来是缺钱。

13、钞，稀有金属，放在钱包里极其

不稳定。所以，钞=金+少。将该稀有

金属放到支付宝这一器皿中，加入双

十一这种催化剂，可瞬间变成空气，留

下一堆残渣叫快递。

14、青年问禅师，“大师，又到年底

了，烧钱君在刷屏，双十一、黑五、圣诞

三关怎么过？”。禅师双手拢入袖中，

笑而不语，青年：我明白了，你让我心

中沉静，袖手旁观。禅师说：我是说手

都剁没了还有啥可说的。

攻略一：慎扫二维码
有些二维码其实是木马病毒的下载地址，网友在扫

描后，手机会自动下载并安装，且在后台终端运行，以盗
取持卡人的相关信息。

近日，有警方就监测到一款名为“双十一全自动扫券
工具”的软件携带恶性病毒，并借助社交网络和网盘大肆
传播，病毒可导致用户电脑系统瘫痪，破坏硬盘数据，并能
够通过U盘感染和破坏其他电脑系统。此病毒还会感染
网页文件，向其中加入恶意脚本代码以释放和运行病毒。

攻略二：切勿泄露动态码
不法分子通过非法渠道获取网友的网购信息后，以

“退款”或“退货”为由假扮客服，引导网友点击其提供的
“钓鱼网站”链接，盗取网友银行卡信息，并将存款转走。

在此提醒，网友办理网购、退货或退款业务时，应与
商品的官方客服联系后操作，切勿轻信不明身份的电话、
网络聊天工具或其他非正规途径的网络链接；在收到动
态验证码时，应仔细核对短信中内容是否正确；而且正规
客服不会向客户索取短信验证码。

攻略三：慎设账户密码
一些中小网站安全防护能力较弱，导致注册的用户

名和密码泄露，如果持卡人的支付账户设置了相同的用
户名和密码，则极易发生盗用。另外，信用卡支付勿用陌
生电脑操作，在使用信用卡支付时，注意保管好密码和卡
片，特别是卡片后面的“后三码”(cvv码)。在与支付宝等
绑定后进行支付时，除了支付宝密码外，最好再使用短信
验证码进行支付验证。不要轻易登录非知名网站购物，
不要在网吧等场所用陌生电脑操作。

攻略四：慎用公用WiFi
公共场所免费WiFi有可能成为犯罪的工具。持卡人

使用WiFi后，可能会被不法分子植入木马病毒，从而盗取
移动终端内的银行卡信息；不法分子还会把正规网站的网
址“绑架”到自己的非法网站上，当持卡人使用其WiFi网
络，并输入正确网址时，会跳转到一个高度仿真的假网站，
如进行网络支付，可导致卡片信息泄露。

对此，网友在链接公用免费 WiFi 前，最好与工作人
员确定哪个才是真正的WiFi；不要打开WiFi的自动连接
功能，减少连接上“钓鱼”WiFi 的风险；切勿在连接公用
WiFi 时，使用一些重要账号，包括银行卡信息、网银账
号、支付宝账号、微信账号等。

攻略五：警惕低价陷阱
有些“钓鱼网站”打着“低价”“优惠”等旗号，持卡人

一旦在这些网站上输入个人信息就可能失财。
如何看穿“钓鱼网站”？一是，要对比域名是否

为官方域名，链接以.jpg、.swf 结尾，域名以.pl、.tk、.
ms 结尾要留意，它们往往最受钓鱼网站青睐。二是
不要轻易登录陌生人提供的网址，更不要输入账号、
密码等个人信息。三是完成订单进入支付页面，网
址 前 缀 是“https”表 示 已 加 密 ，若 支 付 页 面 仍 是

“http”，要警惕。

攻略六：网购一定要留证据
网购是一种虚拟购物，货物看不见摸不着，有时候图

片看得很高档，到手后就面目全非。因此，网购切记以下
三大原则：

一是切勿贪小便宜购买超低价商品。网友参与“秒
杀”或“抢购”时要注意，很多商品成交后，卖家便以库存
不足、不在配送范围等理由为借口，拖延交付，甚至取消
交易。也不要盲目相信网店的商品图片，漂亮的图片不
都是商品真面目。

二是要学会保留网购交易记录，保留对自己有利的
证据。首先是交易时的聊天记录。商品详情上有卖家对
消费者做出的承诺，但卖家可进行随意修改。因此，保留
聊天记录和图片是你维权的有利证据。一般淘宝旺旺会
自动保存，但要记住把“自动漫游消息记录”打勾，这样电
脑手机就可同步消息。

三是保留所购商品和交易的网页截图。在收货后，如
果发现不满意想退货或换货时，若沟通无效，就要提交证
据申请维权，随手截图商品信息就会派上用场。

攻略七：
海淘别大意，泄露个人信息更危险

备受“剁手族”青睐的海外代购可能风险更大。海
外代购中，许多消费者将身份信息、通信信息、财产信
息等绑定在一起，一旦上述信息被泄露，可能给消费者
带来重大财产损失。建议消费者在“海淘”前做足功
课，多了解一些商品相关知识，浏览相关论坛与网站；
购买海外代购的高价商品时要谨慎，尽量索要并保留
相关发票、运单等证据，减少商品维权、返修等不必要
烦恼；尽可能选择可信度高的购物平台，慎重填写个人
身份信息。

此外，对于最近火爆网络的直播营销，提示消费者切
勿冲动消费；面对“好评返现”诱惑，建议消费者不要因贪
图小利益而破坏良性竞争环境，成为商家“刷信”的工具。

如果进行微信购物，应选择安全可靠的第三方支付平
台进行交易，确保交易安全；面对低价促销，消费者要注意
多渠道比较价格，识别虚假促销；在网购中，要注意保留消
费证据，如聊天记录、卖家信息和支付凭证等。

要买买买，更要安全买

“双十一”网购防骗攻略
“双十一”来了，面对各大电商平台上涌起的集中促销狂潮，如何跳开一个个消费陷阱，买到价廉物美

的商品？作为“剁手族”成员的你，是否有点找不着北的感觉？本报“双十一”特刊在此提醒广大网民进行
网络“大血拼”的同时，别忘了学点防骗小攻略。 ▋ 王珊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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