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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长沙的文先生把“购物车”塞得
满满的，并付了定金。等到付尾款时，他
退掉几件衣服，但店铺客服告诉他，支付
的定金无法退还。“平时全款买东西都能
退，为啥定金反而不能退？”文先生很不
解。

长沙市天心区人民法院法官陈泽春
解释，定金不同于订金。民法典规定，债
务人履行债务的，定金应当抵作价款或者
收回。给付定金的一方不履行债务或者
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致使不能实现合同
目的的，无权请求返还定金；收受定金的
一方不履行债务或者履行债务不符合约
定，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应当双倍
返还定金。“商家不退定金也是合法的。”
陈泽春建议，消费者在购买时看清提示是
定金还是订金，订金可以要求退还。

那消费者交了定金后还能退款吗？
北京宣言律师事务所律师杜秀军介绍，消
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经营者采用网络、
电视、电话、邮购等方式销售商品，消费者
有权自收到商品之日起七日内退货，且无
需说明理由。“消费者付定金后想退款，可
先履行合同约定，支付完尾款后，保持商
品完好，在电商平台上申请‘七天无理由’
退货。”

海都讯（记者 周
字艺） 昨日，记者从
福建省邮政管理局了
解到，数据显示，11月1
日至 11 日，全省邮政、
快递企业共处理快件
3.09亿件，11月11日当
天共处理快件 3699 万
件，稳中有升，再创历
史新高。

据了解，由于今年
电商平台促销模式和
节奏发生变化，促销高
峰从往年的“单峰”（11
月11日）变成了今年的

“双峰”（11月 1日和 11
月 11 日），虽然今年整
个促销期快递业务量
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分
流，但得益于国内经济
加速复苏，电子商务继
续蓬勃发展，这次的业
务旺季，我省快递业务
量仍将保持持续增长
态势。

“剁错手”

“双11”首日

我省快件
超三千万件

每年“双 11”，商家们总
是变着花样搞促销，消费者
们也是精打细算，想以最优
的方式购入自己心仪的物
品。今年的“双 11”，一些二
手平台也蹭了一番热度。

记者在一回收平台看

到，在“双 11”来临前，该平
台推出了“回收加价”大礼包
活动，只要回收的产品达到
一定的价格，即可享受一定
的福利补贴，如满 4000，加
200；满3500，加185等。

市民陈先生告诉记者，

今年“双 11”，他就将父亲
的旧手机放在回收平台上
进行抵扣，给父亲换了一台
新手机。“虽然抵不了多少，
但加上补贴，还有新手机折
扣，仍然比平时划算。”陈先
生说。

“双11”带热闲置物品交易
回收平台、二手交易平台成“剁手党”销售产品去处

今年“双11”，在商家们各种补贴券、
广告、折扣的“狂轰滥炸”下，很多消费者
一时冲动交了定金，之后却发现定金是
不能退的。不少“双11剁手党”提出疑
问，交了定金还有退款的“后悔药”吗？

除了交定金外，被商家所谓的优惠
“套路”、看到有赠品或折价商品冲动下
单、因购物集中包裹丢失等，都是“双
11”期间消费者容易踩的“雷”。如果遇
到这些烦心事儿，消费者该怎么办？有
没有“后悔药”可以吃？

记者发现，大促活动期间，快件
丢失、投递延误、物流信息有误、虚假
签收等是消费者投诉较多的问题。

“快递程序的法律关系其实是商家与
物流公司签订的合同，消费者作为收
件人是独立第三方。这种情况下，消
费者既可以向商家提出赔偿要求，又
可以向快递方提出。”李显冬说。

如果快递公司和商家“踢皮球”
怎么办？专家建议：消费者直接告卖
家。

根据民法典规定，通过互联网等
信息网络订立的电子合同的标的为
交付商品并采用快递物流方式交付
的，收货人的签收时间为交付时间。
标的物毁损、灭失的风险，在标的物
交付之前由出卖人承担，交付之后由
买受人承担。

“在网络购物合同关系中，买家
与商家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商家
与物流公司之间存在运输合同关
系。因此，消费者遇到类似问题时，
可以依据买卖合同起诉商家。商家
承担损失后，可以另行依据运输合同
向物流公司主张权利。”杜秀军说。

今年“双 11”，商家们纷纷
推出“买赠活动”。有网友晒出
自己的“双 11”战利品：买面送
锅、买两支护肤品送一堆小样、
买一根发带送一箱小玩具。

有消费者称，是看到赠品
才“动心”的，没想到赠品质量
这么差，有的甚至是“三无产
品”。

专家认为，赠品不属于无
偿赠与。买赠活动中，赠品与
销售的商品形成捆绑式销售，
此赠与是附义务的赠与，赠品
虽然表面上是消费者无偿获得
的，但本质上仍然是商品，仍受
产品质量法、消费者权益保护
法等相关规定的约束，商家仍
应对赠品的瑕疵承担责任。

李显冬特别提醒，如果赠
品因质量问题造成消费者人身
损害，就涉及两层法律关系，一
方面是对消费者人身权利的侵
犯，另一方面是对买卖合同规
范性的侵犯，应追究不同的法
律责任。

“裙子之前是480元，‘双11’优
惠后是499元。算上平台的各种凑
单满减，才可能勉强和之前的价格
持平。”北京市民王女士质疑，这难
道不是价格欺诈吗？

“电商销售过程中涉嫌价格欺
诈，引起消费者误导的标价方式主
要有三类，一是虚构原价、虚构优
惠折价；二是虚构优惠时段；三是
结算价格高于活动页面标示价
格。”陈泽春说。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经营
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
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
偿其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
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
的费用的三倍；增加赔偿的金额不
足五百元的，为五百元。

“遇到价格欺诈，消费者应保
留截图等证据，如确定商家存在欺
诈故意，可要求商家承担欺诈的民
事责任。”民商法专家李显冬教授
表示，平台应该履行监管责任，在
遇到消费者相关投诉时应及时应
对处理，核查相关数据并作出相应
答复。

今年“双11”，各大电商平台、实体店、卖场推出了五花八门的促销活动，二手平台也
没闲着，蹭起了“双11”的热度。一些买家将自己闲置或是低价买到的物品放到二手平
台转售，而二手平台也为此推出了一些补贴券，不少消费者也趁此捡漏一把。

记者了解到，像闲鱼等二手闲置物品交易平
台，用户只要完成个人信息认证即可进行交易，
无需额外押金，因此门槛较低。记者从黑猫投诉
平台上看到，闲鱼在 30 天内收到的投诉量达到
2169条。

福建元一律师事务所蒋双灌律师表示，在二
手平台交易要提高警惕，尽量不要跨平台交易，
同时在交易过程中，要核实对方身份，且在交流
中明确物品的质量规格和现实状态、付款的条件
等。同时，买卖双方要保留相关证据，以保障交
易安全。

福州市消委会相关人士提醒市民，对“双11”
的优惠价格，以及二手闲置平台上的信息不可盲
目，购买前，一定要了解价格走势，在交易过程
中要做好聊天记录，以及交易证据保存，遇到违
约等情况，可向当地消委会投诉。

凌晨购物一时爽，早晨
醒来发现，有些东西买完就
后悔了，怎么办？在“双 11”
活动如火如荼时，各大二手
闲置平台也热闹了起来。不
少买家转身成了卖家，打出
的也多是“未拆封”“官网购
买”等字样，且价格多为原购
入价格的一半左右。各卖家
给出的转卖理由多是因促销

优惠、囤货式消费导致商品
闲置。

市民陈女士告诉记者，
她之前给爱人买护肤品时，
店家送了不少小样，这次趁
着“双 11”处理掉。“这次我
把化妆品放到闲鱼上卖，共
3支，每支25毫升，低价68元
出售，买的人也能享受到优
惠。”陈女士说。

但是记者采访时也发现，
无论是买方还是卖方，在闲置
商品定价、产品质量、真假辨
别、交易方式等方面，都存在
问题。“很多买家都是随意讲
价。”市民刘先生说，他在闲鱼
上挂了键盘、手机、相机以及
平板电脑，虽然很多买家留
言，但一看对方谈的价格，他
就没有了出售的想法。

遇快件遗失、赠品伪劣、价格欺诈等“大雷”怎么办，专家支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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