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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5日，聚焦人民群
众反映强烈的营销短信扰民
问题，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
通信管理局召开行政指导会
强调，各主要电商平台要正
视存在的问题，承担起平台
生态治理的主体责任，严格
遵守电子商务法、民法典、
《通信短信息服务管理规定》
等相关规定，认真履行依法
经营电信业务承诺，强化自
我约束和自我管理，切实保
护消费者的安宁权。

这并非官方对营销短
信问题第一次发声。今年

“6·18”大促期间，工信部就
曾发布消息，提出规范电商
平台“6·18”短信营销行为，尽

快遏制垃圾短信蔓延趋势。
实际上，无论是民法典

还是《通信短信息服务管理
规定》，都明令禁止擅自发送
商业营销短信这一行为。而
根据我国广告法规定，未经
当事人同意或者请求，以电
子信息方式向其发送广告
的，由有关部门责令停止违
法行为，对广告主处5000元
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款。

那么，在官方关注与法
律规定的双重压力下，电商
对消费者的“轰炸”为何仍屡
禁不止？

中国传媒大学文化产
业管理学院法律系主任郑宁
说，短信营销违法行为隐蔽，

查处有难度。一些平台随意
改号，使得垃圾短信更具隐
蔽性，增加了监管和溯源的
难度。同时，监管技术和治
理水平也有待提升，治理短
信营销，光靠行政执法不行，
需要政府、企业、电信运营
商、公民、行业协会形成合
力。

任超说，对商家来说，短
信推广是精准度极高且低成
本的营销手段，因此很多商家
乐此不疲。尽管擅自发布营
销短信已成为普遍现象，但却
鲜有企业和商家因此受到处
罚，而且顶格3万元的罚款，
在可观的利润预期面前，威慑
力也不大。

广东财经大学法学院
教授姚志伟建议，主管部门
需要加大对非法采集、过度
收集和使用消费者信息等行
为的惩罚力度。同时，针对
电商平台和电信企业双管齐
下，从源头进行治理。

“治理短信、电话营销
乱象，需要完善治理体系顶
层设计，依法深入推进综合
治理、源头治理。同时，充分
发挥信用管理的作用，增强
监管威慑效果。不管是平台
还是商家的经营活动，都应
该以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为
前提，无底线侵扰只会将消
费者越推越远。”张韬说。
（文中戴莹、田桥为化名）

N经济参考报

11 月 11 日虽然还未
到来，但各大电商平台已
陆续拉开“双十一”购物
节的帷幕。11 月 4 日，中
消协发布消费提示称，随
着法律制度不断完善和
监管力度加大，网络消费
环境逐步优化，但网购侵
权行为仍时有发生。消
费者不可迷信“双十一”
的所谓“价格优势”，购买
前最好能提前了解价格
走势，做到心中有数，除
非是长期跟踪考察的商
品，否则千万不要单纯相
信低价宣传而盲目跟风
下单。

中消协表示，“双十
一”是商家历时多年打造
的“促销节”，线上线下市
场笼罩在“巨惠特卖”“全
年最低”“限时抢购”“爆
款秒杀”的宣传迷雾当

中，给消费者形成“买到
就是赚到”的心理预期。
但实际上，有的商家使用
的是“先涨后降”的套路，
甚至还可能会是全年最
贵。

当前，很多商家纷
纷推出各种促销手段吸
引消费者下单，包括预
售、红包、满减、优惠券
等，一些促销规则设计
复杂，需要消费者“精打
细算”才能理得清。对
此，中消协提醒消费者
要 留 心 商 家 的 促 销 规
则。对于未作明确约定
或者标识不清以及明显
存 在 不 公 平 格 式 条 款
的，建议慎重选择，以免
事后产生纠纷。消费者
购买预售产品的，还要
明确预付款和尾款的支
付时间及金额、商家的
发货时间、双方的违约
责任等重要事项。

“双十一”还没到 短信电话轰炸已至
随着“双十一”的临近，商家和消费者的热情持续高涨，但狂轰滥炸的营销短信和电话，

也带来了很多的烦恼；专家表示，应对电商平台和电信企业双管齐下，从源头进行治理

中消协发布消费提示

不可迷信“双十一”
所谓“价格优势”

N中新

临近“双十一”，多个
部门为你的钱包操碎了
心，开指导会，提醒消费
者、嘱咐商家，从多个方面
规范“双十一”。快来看
看，碰到哪些事可直接投
诉，又有哪些情况需自己
担责。

10月27日，工信部发
文，针对营销短信扰民问
题召开行政指导会，规范
电商平台短信营销行为，
不得未经消费者同意或请
求擅自发送营销短信，完
善现有短信营销预案。

11 月 4 日，中消协也
发布“双十一”套路提醒，
这些套路包括：先涨后降；
买赠可能是全年最高价；
规则复杂套路多；便宜货
可能是临期产品等。另
外，早在 4月份，市场监管
总局会同中央网信办、税
务总局针对强迫实施“二
选一”以及其他突出问题，
明确提出严防垄断失序，
确保市场公平竞争等。

对于依法开具发票、
七天无理由退货等消费者

权益，如果碰上拒绝执行
的商家，可以直接举报。

“双十一”期间商家经常给
一些赠品，这些赠品有问
题，卖家也得担责。此外，
遇到“双十一”营销短信骚
扰，也可举报。

当然，还有一些情况
需要消费者自己担责。首
先，不要脱离平台进行私
下交易，不直接转账、汇款
至私人账户以及通过发送
付款链接页面或者扫描二
维码等方式进行付款。还
有和快递员约好了取件地
点和时间，却忘记取造成
快递丢失、损坏等。民法
典相关规定：买受人违反
约定没有收取的，标的物
毁损、灭失的风险自违反
约定时起由买受人承担。

还有定金的问题，很
多电商“双十一”采取预售
的方式，先交定金，然后指
定时间再付尾款。注意，
如果消费者未按要求付尾
款，定金是不退的。当然，
消费者如果付定金后悔
了，可先付清尾款，再申请
七天无理由退货进行全额
退款。

多部门规范“双十一”

遇这些情况可投诉

N法治日报

每年“双十一”都是一场消费的狂欢和盛
宴。随着今年“双十一”的临近，商家和消费者
的热情持续高涨。同时，“双十一”也是社会治
理的一场大考，商品的质量、商家的诚信、物流
的速度、执法部门的监管等，都受到社会广泛关
注。

1258条——这是北京市民戴莹手机里未读
短信的数量，基本都是各类电商的营销短信。
26岁的戴莹大学时就接触线上购物，网购给生
活带来方便，也带来了很多的烦恼。其中，电商
的营销短信、电话，特别是临近“双十一”“6·18”
等节点前的轰炸，更是让她不堪其扰。戴莹的
遭遇，很多网络购物发烧友也正在经历。

“以前收到这类短信，
我还会点开看看，然后删
除。后来这类短信越来越
多，删都删不过来。尤其赶
上购物节时，电商一个接一
个短信发过来，有的还连发
好几条。”戴莹说，今年“双十
一”电商平台开始预售前，她
的手机叮叮咚咚响了一天，
开视频会时还在不停地弹短
信窗口，特别影响心情。

记者浏览戴莹手机上
的这些短信发现，内容大同

小异：先在开头表明是哪个
商家，然后要么说自己最近
要上新品，欢迎选购，要么
介绍最近有什么满减活动，
并直接附上店铺链接。

北京市朝阳区居民田桥
对此也深有同感。田桥注意
到，给她发的推销短信大多来
自她曾经注册过会员或购物
过的电商，哪怕只是申请过免
费的试用装小样。让她特别
不满的是，她给自己父母网购
过几次，结果父母的手机上也

经常收到推销短信。
“我爸妈年纪比较大

了，平时用短信比较少，收
到的垃圾短信多了会感到
很烦躁，他们跟我抱怨过好
多次了。”田桥说，“我发现
这些短信基本上还是留有
退订方式的，即回复‘N’或

‘TD’等字母。但实际上，
退订不是每次都管用的。”

采访过程中，多位消费
者向记者抱怨道：短信轰炸
也就罢了，现在一些商家开

始采用打电话的方式推销，
直接点对点联系，如此骚扰
令人头疼不已。

华东政法大学经济法
学院教授任超认为，短信、
电话营销作为商业广告的
一种载体，本身没有“原
罪”。营销短信发展到如今

“人见人厌”的地步，主要在
于发送行为并未建立在消
费者知情和同意的基础之
上。消费者相对于平台和
商家，往往显得十分被动。

“我已经收到你们家无
数条短信了，为什么还要打
电话？”最近，在接到推销电
话后，忍无可忍的田桥发火
了。电话那头先是一愣，表
示很抱歉给她带来了不好
的消费体验，具体情况会反
馈给店家。

田桥又向该品牌旗舰
店反映这一情况，客服称这
是会员服务内容。对于“是
否征得消费者同意”的问
题，客服表示自己不清楚，
会就此问题向专员反映。

11月1日，记者致电一
家电商平台，以消费者身份
向其反映近日收到大量营
销短信、电话，希望“平台能
管管”。其人工客服表示情
况已知悉，平台对于过度营
销行为也持反对态度，会如
实记录下来。而对“有无对
违规行为进行惩罚”的提
问，其表示“不清楚”“暂无
相关规定”。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合伙人张韬律师认为，商
家和平台在会员注册的相

关隐私协议中，将用户“知
悉并同意”商家通过短信
等渠道发送店铺营销信
息，作为用户开通会员、享
受服务的前置条件，且这
一条件是不可跳过、不可
选“否”的，这么做看似

“合法”，实则损害了消费
者合法权益，是打法律擦
边球的行为。

这么多骚扰短信到底
是谁发出来的？记者调查
发现，网上存在不少为电商
提供短信群发服务的网店，

批量购买的费用也并不高。
记者在搜索引擎、购物

平台等输入“短信群发”“活
动短信”等关键词，能轻易
搜到一批相关网店，店铺显
著位置标明了“购物节营销
类短信群发”等广告语。根
据该网站提供的微信号，记
者添加了其客户经理。据
客户经理介绍，公司提供的
短信套餐最低 1万条起充，

“双十一”有优惠，原价 550
元/万条的基础套餐现在仅
售450元。

短信电话轮番轰炸 退订仍会遭到骚扰

群发产业链条成熟 商家可以批量购买

处罚少威慑力不大 治理仍需多方协作

杰清/漫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