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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画 章丽珍

接到吴先生等农户的投诉，宁波市
市场监管部门进行了深入调查。

据了解，浙江微海汇信息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位于宁波高新区，成立于
2014年，通过APP、web网页以及微信
经营管理第三方购物平台“微海汇”，专
营农副特产类产品。合作商户与当事人
签约并支付服务费后即可通过加盟平
台与消费者进行交易。该公司业务员通
过各种方式联系潜在商家，让他们加入
这个购物平台。

据市市场监管局稽查支队办案人员
介绍，通过详细的摸排工作，他们发现了
不少问题。比如，针对吴先生的商铺，有
人曾在一个月内连续下单多次，有的单
笔金额将近一万元，但是没有及时付款，
并且取消了订单。虽然没有实际交易，但
是订单金额却显示在平台页面上，对商

家和消费者进行了明显误导。
办案人员还发现，该公司在全国多

地设有分公司，有不少订单的地址就是
这些分公司的地址，而且下单人的电话
号码也属于各地分公司的工作人员。还
有同一地址重复下单，且该地址是虚假
的。在吴先生的商铺，短短一天内，同一
个虚假地址下单数量就达5笔，金额高
达1.5万元，随后这些订单被取消。

此外，办案人员还发现，公司门口
的电子显示屏上滚动显示的下单金额
并非实时数据，而是做过处理的，把之
前的历史数据也混在其中，给人造成交
易量活跃的假象。

该公司负责人周某承认，所谓的
“下单量”和“销售量”数据并不一致，他
们只是想通过这种手段来
提高公司的知名度。

花38800元加盟电商
半年只卖出一只鸽子
农户被忽悠，高新区一电商企业虚构交易被罚12万元

如何辨别虚假刷单

1.看销量数和评论数
以“棉麻长裙”为关键

词，随机搜索选择一款销量巨
大的裙子。记者看到其中一家
店铺的销量达 1.4 万单，但是
查看评论区，宝贝的评价数量
却很寒酸，只有50个不到。

有知情人士表示，这样的
情况通常是因为退货量大导致
的，因为退货只记录交易量，
没有评论。

业内人士表示，多看看
“差评”比只看“好评”更能
鉴别商品的优劣。除了恶意竞
争外，大多数中、差评真实度
还是比较高的。

2.看评论区内容
店家雇人进行的虚拟交易

刷单并不容易辨别，但是如果
你发现有一些账号的评论是雷
同的，那基本可判定为刷单。

从买家评论看，最开始的
刷单，可能就是写一个“好评！”
内容简单，没有图片。随着刷单
技能“升级”，之后又出现了“对
不起店家，出差回来收货晚了，
东西很不错！”“快递出了些问
题，还好卖家及时解决了”等，
虽然看起来很用心，但是这种
常见的评论内容，总觉得像是
那些熟悉的港剧台词。

还有一种更加“高级”的刷
单买家秀最难分辨：一个个美
女身穿“买来的”衣服，美美的
拍出买家秀。如果你不仔细看
真的会以为这是正常的买家
秀。但是随机挑选两家卖同款
衣服的店铺，却在评论里看到了

“似曾相识”的内容。买家的昵称
不同，买家秀竟然一模一样。

有知情人士表示，有些刷
单的为了力求真实还会有图
片，而这些刷单的图片基本是
雷同的。“因为刷单的并不会
拿到商品，图片都是上线给
的。” 记者 史娓超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农户开始尝试触电网销。
今年60岁的吴先生是肉鸽养殖户，也想通过互联网来扩大销路，他花了3.88万元加盟了一

家看起来很厉害的电商平台，结果半年只卖出一只鸽子。
原来这家平台是通过刷单提供虚假交易信息蒙人的。吴先生一怒之下向市场监管部门举报。

近日，这个电商平台相关经营者最终因虚构交易，被处以12万元罚款。

去年，建德市的吴先生接到浙江微
海汇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业务员的
电话，声称这个平台能帮他销售农副产
品。

吴先生是肉鸽养殖户，在当地还小
有名气。如今因禁止活禽交易，他便想
通过电商渠道扩大销路。当时微海汇的
业务员承诺会派专业团队去养殖场进
行图片和视频拍摄，经过美化放到网站
上，号称可以很好地扩大销路。

吴先生还特意和女婿赶到微海汇
办公地宁波进行实地考察。微海汇门口
有一块巨大的电子屏，在不断地滚动数
字。业务员称，这些都是当天他们网站
下单的实时数据，交易很活跃。

业务员称，只要签约，一周之内就
会有大量订单，还建议他们提高肉鸽的
单价，说“价格高才显得品质好，更能吸

引客户”。
在业务员的游说之下，吴先生和微

海汇签订了一份合作协议。约定3年的
服务费用为38800元，交易总额要达到
50万元。

吴先生满怀信心地回到家，就等着
大额订单到来，还花了6000多元买来
不少泡沫箱和冰袋。可是过了一个多月
也没有一笔订单，他不断和业务员交
涉，但毫无改观。

去年5月，微海汇推出了“一元秒
杀”活动，吴先生参加了，结果只卖出一
只肉鸽，销售价为55元，他还倒贴了运
费。

过了半年多，吴先生觉得这个平台
不靠谱，于是向有关部门进行了投诉举
报。后来，他了解到，其实有这样遭遇的
不止他一人。

市市场监管局稽查支队的工作人员
表示，过去刷单案件多数是淘宝店入驻
商户为了忽悠消费者而恶意刷单，而这
个公司却是通过不正当手段来忽悠卖家。

当事人浙江微海汇信息科技有限公
司利用“下单量”无法体现真实成交状
况的设置，大额下单又取消，故意制造
该购物平台商品交易活跃的假象，以吸
引商户和消费者，其行为违反了《网络
交易管理办法》相关规定，构成“以虚
构交易形式提升商业信誉”。

根据反不正当竞争法相关规定，市
场监管部门对当事人作出“责令停止违
法行为，罚款12万元”的处罚决定。

记者了解到，该公司之前曾因为在
其平台网站上宣传一款电动独轮车产

品，所标称的销
售数量与实际
不符，构成
虚假宣传，
被 市 市 场
监管局高新
区分局查获
并处罚。

昨天下午
记者发稿时，再
次登录该购物平
台，发现该平台已
更 名 为 “ 追 味 寻
源”，且平台商品已
无“下单量”信息。

记者 毛雷君

花3.88万元加盟电商，半年只卖出一只鸽子

交易活跃,都是刷单制造的假象

虚构交易，涉案企业被处罚12万元

市市场监管局工作人员提
醒，目前市场上出现了各种电商
平台，商家在选择平台的时候，
一定要谨慎。一方面要选择市场
占有率高和知名度高的平台；另
一方面对加盟的电商平台要加
强考察，必要时可以请专业人士
帮助。在和平台方合作时，一定
要签订正规的合同文本。一旦发
现问题，要及时向市场监管部门
进行投诉和举报，以便最大限度
地维护自身利益。

目前，我市市场监管部门正
在加大对网络交易平台的监管
力度，严厉查处此类侵害经营者
和消费者利益的违法行为。

■提醒

选择电商平台须谨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