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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关时节，不少电商平台开展“年货节”促

销活动，卖假商家也会趁机发起新一轮“攻

势”。当下，越来越多百姓在短视频平台购物，

亟需完善监管手段，不让假货大行其道。

面对假货商家的“理直气壮”，监管部门建

议，消费者应该借助法律的力量，积极维护自

身合法权益。

南昌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工作人员

张新指出，消费者遇到购买假货情况时，要第

一时间保留好商品、购买凭证、商家聊天记录

及广告宣传页面截图等证据，及时向商家或购

物平台进行投诉并索赔，如协商未果可以拨打

12315进行投诉举报。同时，若消费者收到商品

后发现质量很差，与商家及商品购买链接中的商

品描述不符时，可以要求退货、更换、修理，经营

者应当承担运输等必要费用。北京锋卫律师事

务所律师王方遒补充：“假一赔三的‘三’指的绝

对不是3件假货，而是按商品购买价的3倍金额

赔偿。”

王方遒建议，市场监管部门也应该督促有

关平台搭建起更加便利的渠道，引导消费者维

权。例如给消费者提供一条商品反馈的通道，

设置一个百分比，假设某产品的举报量超销量

的30%，平台就应进行商品假货公示和商家查

处，直接精准打击售假行为。

受访专家强调，有关短视频平台要强化责

任意识，提升管控力度，层层把关防止店家卖

假成风，只有这样才能健康发展。

“假一赔三，给你4双有问题吗？”

电商售假，缘何底气十足？

承诺“假一赔三”，直接发4件假货;保证“买到赚

到”，结果大跌眼镜，卖点无一为真;叫嚣“就卖假货”，

就等愿者上钩……近年来，短视频平台电商带货方兴

未艾，但部分商家卖假货时明目张胆，其“理直气壮”

的程度让人惊讶费解。 ■ 据《半月谈》

明知卖假货违法，可商家为何敢如此“明

目张胆”？

一是对于商家来说，销售假货本小利大。

“比如卖假鞋说假一赔三，但实际上顾客买一

双的钱就相当于至少5双的成本。”来自福建

南平的一位销售鞋类产品的电商负责人坦言，

“我卖一双上千的鞋赚好几百，平均利润率超

50%，这利润空间多大啊。”

二是对于消费者而言，维权性价比不高。

“一般这些假货价格都不高，比如我买它花了

19.9元，退货没有运费险的话，我可能就得花

比这价格更多的钱给商家寄回去，再加上与商

家周旋的时间成本，怎么算都远超19.9元，所

以干脆权当花钱买了个教训。”方芬说。

三是一些平台“惩罚商家就是惩罚自己，

索性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据一家电商平台的

员工透露：“电商对于短视频平台是一条有明显

市场商机的赛道，现在正进入快速发展阶段。

我们通过降低准入门槛、政策扶持、流量倾斜等

方式逐步构建小店生态，商家入驻并非难事。

如果商家被消费者举报，那就直接走流程下架，

但很多时候都能‘规避’。平台不愿意大费周章

惩罚商家，因为惩罚商家就是惩罚自己。”

网经社电子商务研究中心联合网络消费

纠纷调解平台“电诉宝”发布的《2021年Q4中

国电子商务用户体验与投诉监测报告》显示，

2021年第四季度全国零售电商消费评级中，7

个平台获“谨慎下单”评级，7个平台获“不建

议下单”评级，9个平台获“不予评级”。

商家为何敢如此“明目张胆”

强化监管刹住卖假成风

售假商家一家更比一家“牛”
近期，有多位消费者爆料，短视频平台存在不少商家“理

直气壮”售假的行为。在此，选取3个以假充真、以次充好、倚

假卖假的典型故事。

故事一：“假一赔三啊，给你4双有问题吗?”

江西南昌丁公路街道的王大爷学会网购后在某短视频平

台买鞋，买之前特意询问商家鞋子是否为正品，得到的回答是

“假一赔三”。在得到承诺后，王大爷立马下单。结果，到货后

打开快递盒一看，他目瞪口呆——快递盒里竟然放了4双

鞋。他联系卖家讨要说法，对方“理直气壮”地说：“假一赔三

啊，给你4双有问题吗？”卖家以这种“发货即赔付”的方式，大

大方方承认其销售的鞋子就是假货，让王大爷“哭笑不得”。

故事二：“那您就不要买，退货运费自理。”

来自江西宜春的方芬(化名)刷短视频时被一家居用品短

视频中的实货展示吸引，卖家拍着胸脯保证其店铺的地垫“买

到就是赚到”——地垫正面是十分Q弹、脚感很好的水晶绒，底

面的硅藻土软橡胶抓地牢、黏性强，两面的面料均易擦洗打

理。这三点正合她心意，更何况商品仅需19.9元。然而收货

后，方芬发现，3个卖点全是噱头：地垫正面是层薄布，与底面粘

连不牢;底面并非硅藻，完全不防滑;地垫极易粘毛粘灰，用水

冲或刷都洗不干净……当她找商家理论时，商家只甩出一句：

“那您就不要买，退货运费自理。”

故事三：“想听实话?我卖的就是假冒伪劣产品。”

一位拥有上千万粉丝的网红在某短视频平台上直播卖货

时跟粉丝强调，其所销售的护肤品库存不止1000件，不存在

货发不出去的情况。本以为他想表达的是为粉丝争取到大量

货源，让更多的粉丝能享受低价福利，但他接下来的解释匪夷

所思。只见他用手指着屏幕，身体随着音乐摇摆，眼神得意，

嘴里夹杂着脏话：“想听实话？我卖的就是假冒伪劣产品。”

诸如此类的事例在短视频平台上并非个案，相关店铺繁

多，所售商品销量可观。艾媒咨询《2021年中国品牌电商服务

商行业研究报告》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直播电商市场规模为

9610亿元，主流直播电商平台年成交额都达到数亿元量级。据

抖音发布的《2020抖音电商消费者权益保护年度报告》，截至

2020年底，平台主动清退售假店铺9384家、处罚带假货行为达

人2345个，积极配合各地执法机关，打击5起制假售假的犯罪案

件，涉案金额达1567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