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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家争鸣

“9.9元一件连衣裙，是真的吗？”近日，宁波的袁女士对记者表示，8月3
日，她在某电商平台上购物时，结算页面出现了“顺手买1件”的促销商品，一
件连衣裙仅售9.9元。半信半疑的她决定下单试一试。然而，8月7日，袁女
士发现，商品被寄到了另一个地址并显示已签收，联系平台客服才得知自己
遭遇了店家虚假发货。

“顺手买1件”是多个电商平台推出的营销新模式，当消费者订单总额达
到活动门槛后，便可在下单页勾选1件包邮商品进行超值换购。有消费者买
到了物美价廉的商品，表示“顺手买1件”很划算。然而，只有在付款后才能
点击查看商品详情，也导致不少消费者付款后遇到虚假发货、商品质量差、退
换难等问题。 8月17日《工人日报》

消费者付了钱，却没有收到货，事后查
明，自己遭遇了店家的虚假发货，随后店家
更是清空了商品，彻底失联了。而这只是
消费者在网络购物过程中进行“顺手买”是
众多遭遇的一个缩影。

很多网络购物平台推出的“顺手买”功
能，其模式很像实体超市在收银台附近摆
放的各种小商品，就是让消费者在排队结
账的时候，顺手买点小物件，像是口香糖、
巧克力、面巾纸等等，也算是一种比较精明
的营销手段。但是和实体店不同的是，网
络购物平台的“顺手买”却频频遭遇消费者
的吐槽，事实成了一种“套路卖”。

其一，购物平台在消费者结账的页面
设置了“顺手买”功能，向消费者推荐商品，
同时标明这些商品的原价是多少，如果“顺
手买”的话，价格又是多少，给人以“顺手
买”的商品要比原价便宜了很多的感觉，于
是很多消费者为了省钱，就真的“顺手买”
了。结果一些比较细心的消费者去同一个
平台搜索其推荐的“顺手买”商品，发现其

“顺手买”的价格和原价相差无几，这就有
点忽悠人的感觉了，涉嫌虚标价格、虚假宣
传。

其二，经常网购的消费者都知道，点击
商品详情以后，会有关于商品的各种详细

的信息，但是“顺手买”的商品，消费者无法
进入商品详情，也没有办法对商品材料、评
论、规格等进行更多比较和了解。但根据
相关规定，消费者享有知悉其购买、使用的
商品或者接受的服务的真实情况的权利，
所以这种模式可能已经涉嫌侵害消费者知
情权。

其三，在实体超市、商场，消费者对于
收银台附近摆放的商品买不买，都由自己
决定，但是在购物网站的支付页面，推荐的

“顺手买一件”就在结账页面下方，一旦在
后面点一下，就和原商品一起付款，一不注
意就被搭售购买。这样的做法，已经涉嫌
诱导消费了，也是“顺手买”模式最为遭受
消费者质疑的地方。

在商言商，“顺手买”作为网络购物的
一种模式，具有一定的创新性，无可厚非，
但是不能把消费者的“顺手买”变成了商家
的“套路卖”。购物平台应尽快完善改进这
一营销模式，充分满足和保障消费者的知
情权。而对消费者来说，则应在付款页面
仔细辨别商品，尽可能多了解商品信息后
再根据需要决定是否下单。同时付款购买
其他商品的时候，多加留意，不要误点了

“顺手买”的商品，买了一些自己本来不需
要的东西，既浪费钱，也浪费资源。

网络购物“顺手买”岂能沦为“套路卖”
苑广阔

在线下商超的收银台旁，往往会放置
口香糖、饮料、巧克力等小件商品，价格不
高，还有优惠，消费者在买单之际，收银员
也会提醒可以用来凑单，享受折扣优惠福
利，很多消费者就顺手买几个。可见，网购
平台的“顺手买1件”功能，与线下收银员
的推荐服务，有异曲同工之妙，都是合理利
用购物空间，增加商品曝光机会，采取凑
单、优惠、折扣等方式，刺激消费者购买。

具体而言，“顺手买 1 件”就是平台面
向商家推出的营销工具，通过推送促销商
品选项，引导消费者在购物结算时，再额外
增加购买其他商品，从而促进销售额的增
长，达到刺激消费、增加利润的目的。可
见，“顺手买 1 件”做为促销工具，并无原
罪，但在具体使用过程中，由于规则设计不
严谨，存在一些漏洞可钻，让不良商家有机
可乘，将其当成价格欺诈的利器，利用信息
差蒙骗消费者。

按照规则，平台支持跨店“顺手买1件”，
这是增加店铺之间的联动促销机会，实现不
同品类商品的联合促销，但是，在出现价格
纠纷、产品质量问题时，原店铺又不对“顺手
买1件”商品负责，则就令店家无所顾忌，不

再为品质把关。同时，“顺手买1件”的页面
设计比较简单，不支持跳转，消费者埋单前，
无法查看产品详情，又为部分店铺、商品价
格造假、品质造假提供了空间。

问题一目了然，即可对症下药。“顺手
买1件”的促销作用不必否定，关键是平台
要尽快修订规则，弥补漏洞，让不良商家无
空子可钻。所以，平台应限制店铺的使用
条件，可以按照消费者购买金额为基准，分
级设定推荐分类商品的门槛，消费金额越
高，推荐商品价值越高；明确在跨店推荐
时，原店铺要分担商品售后责任，从而迫使
商家谨慎选择合作对象；所推荐的超值换
购商品支持跳转链接，优惠价与原价需与
商品原页面保持一致，禁止虚标价格。

电商是营销创新模式较为集中的领
域，平台会推出各种新促销方案，藉此活跃
气氛，吸引消费者眼球，引流促销。可是，
有些方案拿消费者当“冤大头”，挖了坑等
消费者往下跳，这样最终会倒了口碑，遭到
社会舆论的批评和监管部门的惩治。因
此，电商平台在制定促销方案时，一定要遵
守法律、尊重消费者，仔细审核促销方案，
让消费者享受到真正的优惠待遇。

“顺手买”变“顺便坑”，需补上规则漏洞
江德斌

对商家来说，“顺手买1件”可增加商品的曝光
率，帮助推广新品、加速消化库存、增加营收；对消
费者而言，“顺手买1件”是通过大数据，按其以往的
购物偏好推送商品，可以提高人货匹配的效率，甚
至可以跨店购买，进一步享受网购的便捷。

不过，“顺手买1件”的商品价格应更优惠、更有
品质保证，才可能吸引消费者“顺手”下单。然而，从
诸多市场反馈来说，事实并非如此。有些“顺手买1
件”的商品，定价高于直接购买价格，还存在质量差、临
期食品、缺斤少两等问题，换言之，“顺手买1件”并不划
算，且暗藏假冒伪劣，消费者极可能被“顺便坑1次”。

根据我国价格法，经营者不得利用虚假的或者
使人误解的价格手段，诱骗消费者或者其他经营者
与其进行交易。市场监管总局出台的《明码标价和
禁止价格欺诈规定》也早就明确：经营者如利用虚
假的或者使人误解的价格手段，诱骗消费者或者其
他经营者与其进行交易，则可能涉嫌价格欺诈。

而报道，“顺手买1件”还无法查看具体商品详
情，这种“打闷包”的营销手段，又涉嫌侵害消费者
的知情权。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消费者享
有知悉其购买、使用的商品或者接受的服务的真实
情况的权利。然而，不少商家推出的“顺手买1件”
就像开盲盒，一切皆不可知，全凭碰运气，因此被

“套路”者大有人在。同时，为部分店铺、商品价格
造假、品质造假提供了机会。

因此，监管部门应对“顺手买 1 件”予以监管。
不论何种促销方式，都应遵守法律法规，尊重消费
者权益。否则，就应受到制约。监管部门应要求平
台和商家加强自律，诚实守信经营，营销手段可以
创新，但不能“耍花招”；要对各平台的商家进行不
定期抽查，一旦发现“顺手买”实际是“顺便坑”，就
要依法处罚、以儆效尤，以保护消费者权益。

各平台要落实主体责任，不断完善销售规则，
严把“顺手买1件”入口关，并让有足够的公开透明
度，让消费者可以比质比价。如果不及时进行治
理，会影响消费者对平台的信任。商家更要拿出诚
意，促销有诚意，消费者才会愿意消费、敢于消费。

当然，无论是“满减”还是“顺手买”等，无疑都
是为了刺激那些对价格敏感、且有着“不买白不买”
心态的消费者。由此而言，要避免“顺手买”变成被

“顺便坑”，消费者也要坚持理性消费，增强防范意
识，切莫因贪图“便宜”，而掉入商家精心设计的陷
阱。一旦被“顺便坑”，要敢于举报和维权，以维护
自身合法权益。

防“顺手买”变“顺便坑”
需多方努力
何勇海

严勇杰 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