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08 焦点
2022年10月31日 星期一 责编/关菁 美编/唐昊 校对/德峰

智

慧

海

都

智 慧 海 都
95060

福州：0591-87095489 厦门：0592-5057110
泉州：0595-22569013

广告
热线新闻 发行 便民 全国一号直拨 95060

印刷：晋江市梅岭南路507号福建日报社（泉州）印务有限公司 电话：0595-82033695

大促期间、推广之
余，不少博主还会出来打
假，其对象是电商平台上
的一些官方旗舰店。可
能人们没有意识到，在官
方旗舰店里往往也会买
到原本想买的那款产品
的山寨版。

“收到货我就发现，
不仅颜色和之前在推荐
图片上看的相差甚远，还
有出水不畅的问题，外包
装看着却几乎一样。”网

友小果发帖称，自己在某
官方旗舰店购买了一款
眼线笔，再三追问客服，
才发现只是国内厂家的
同名产品，与“种草”的那
个外国品牌没有关系。

业内人士告诉记者，
知识产权具有地域性特
征，海外品牌进入中国市
场时，需要在我国注册本
地商标，并不是在国外拥
有了某个商标，在中国就
能自然拥有。

那么，如果先于尚未
进入国内的品牌抢注本
地商标，商家即可向电商
平台提供商标注册证或
商标受理通知书，从而注
册品牌旗舰店。被抢注
的品牌后续如果想要入
驻国内电商平台，就得换
成别的名字才行。

记者发现，商标抢注
造成的“品牌迷惑”在电
商平台十分常见。虽然
这些山寨店看上去钻了

漏洞，但于现行资质流程
而言并不违规。询问客
服，通常也会对出身如实
相告，如无实质性的质量
问题，是不能称为假冒产
品或虚假宣传的。消费
者如果不想被蒙在鼓里，
购买前需要了解目标品
牌有无在国内开设官方
旗舰店，准确名称叫什
么，以及查看店铺的企业
资质相关信息，再作出具
体判断。

小心陷阱防套路

“我到底要不要在‘双
11’之前买这个东西？”“双11”
之前的一段日子，有些人感到
尤为难熬：当有心仪的商品
时，早买早享受，但又怕被

“双11”价格“伤害”；熬到“双
11”，又怕价格并没有什么折
扣，白受了这段时间的煎熬。

因此，最近，不少商家
推出了“保价”，希望给消费
者一颗“定心丸”。但它靠
谱吗？

记者在一些电商平台
看到，诸多商家早早就已经
在商品页面打出了“保价”

“保价双11”“担心买贵？买
贵退差”的字样。这些“保
价”是怎么“保”的？

一家知名电器品牌的旗
舰店打出“保价”字样。记者
联系客服得知，目前可以“1

元预约保价双11”，即消费者
可以拍下一个“1元保价”，再
拍下心仪的商品，如果买贵
了，差价可以退还，“保价”时
间为180天。记者贴出一台
售价 6000 多元的干衣机的
链接，客服明确表示在“保
价”之列，并表示现在下单还
可以限量送炒锅。

在一家家具店，一款实
木床+床垫商家贴出“保价
11·11”的字样，但后面也有
说明，“每天限30张”。

一款懒人沙发也有“保
价双 11”的宣传，但页面的

“满 199 减 10”“满 99 减 5”
“满 2 减 1”“满 299 减 15”让
人眼花缭乱。这个“保价”
的价格，究竟是保的原价，
还是“领券后的价”，光看页
面无法领会。

“双11”前的保价怎么保 靠谱不？

□新闻延伸

N综合北京晚报 扬子晚报

距今年“双11”还有十来天，无论你想不想，在这场狂欢中都难逃促销信
息的轰炸。

面对越来越复杂的规则，参与其中的消费者不仅要“做功课”“抄作业”，
还要忙着加群、拼团。与此同时，“黄牛党”、“山寨店”也在蠢蠢欲动。

“今年跨店满减的优
惠券去哪领呀？”周末，看
着自己购物车陆续添加
进来的十几种商品，小姚
突然想起一个关键问题
——平台宣称的满减优
惠，印象中往年需要提前
用购物积分去兑换优惠
券，结算的时候使用。今
年翻遍了页面，也没找到
领优惠券的位置。

“目前不用领，到时
候 满 金 额 了 会 直 接 减
掉。”发出求教信息后，小
姚很快收到表姐这位“优
惠券达人”的回复。她刚
感慨了一句“还好，这样
还挺方便”，手机又传来

震动，是表姐补了句叮
嘱，“提前一两天很可能
会有大额券出来，满一两
千减一两百或几千减几
百那种，有的话就领，和
满减都可以叠加使用。”

“怎么还有个大额
券，提前放出来是放在哪
里 ，要 不 要 掐 点 去 抢
……”小姚感觉自己的脑
袋又成了糨糊，将手机扔
在一边表示放弃。经历
了多年“双 11”，对她而
言，伴随“战线”抻得愈
长，玩法也愈发复杂，要
记的时间节点和新概念
名词更是层出不穷。“其
实这一次规则还算是简

化了的，我印象中最复杂
的是两三年前，组战队叠
猫猫那会儿，定金膨胀、
盖楼返现……页面宣传
的到手价怎么也凑不到，
想捡点便宜，需要花费大
量时间成本。”

今年“双 11”，小姚感
受到最多的关键词是“攻
略”。哪个东西怎么买更
加划算，打从10月中旬开
始，各种比价表格就满天
飞了。和各平台比、和免
税店比、和往年“双 11”甚
至6·18比，还要精确换算
到每克、每毫升的价格
……社交平台搭上“购买
攻略”的帖子都有着不错

的阅读量，但她实在没有
耐心细看。

回想起自己首次掺
和“双 11”，还是在 2014
年。小姚特意翻出当时
的订单——那会儿没有

“预售”更没有“抢跑”。
11月 11日当天下单的三
本书，原价 108.8元，不需
要定金、红包、满减，直接
五折 54.4 元。天猫积分
自动优惠 0.87元，最终支
付 53.53元。“其实现在促
销后也差不多是这个折
扣，却要求你早早关注、
提前付款，还得完成各种
活动任务，好怀念曾经轻
松简单的双11呀！”

磨毛四件套、电饭
煲、吹风机……在格格的
手机备忘录中，“双 11”

“待购名单”已经列了一
屏幕，且还在不断添加。
对她这种适应了“双 11”
玩法的买家来说，规则复
杂程度并不是门槛，甚至
通过加加减减拼凑优惠，
可能还是一种乐趣。“最
难克服的，是自己看什么
都心动的情绪。”

作为独居青年，格格
日常消耗各种物料的速
度 本 就 不 快 。 家 里 翻

翻，还能找到去年的卷
纸、前年的洗衣液，足够
再用三年的粉底。“可是
促销信息接连轰炸，只
要看上一场直播，你总
能挖掘出自己还需要补
货的地方，如果不抓住
机会就亏了。”

和格格一样陷入矛
盾的年轻人不在少数，一
边疯狂心动，一边努力收
集残余理智，与自身的

“仓鼠囤积症”做斗争。
社交平台上，不少用户纷
纷晒出家中库存图片，尤

其是昂贵的美妆护肤产
品，“就为了看直播的时
候，摆在旁边提醒自己少
买。”有位用户提问，自己
的库存如果这次不买，能
不能撑到下个“双 11”？
评论中上演花式劝阻，

“醒醒姐妹，中间咱还有
6·18”“用不完的护肤品，
终将会变成身体乳，你花
那么多钱，最后都抹身上
了不心疼吗？”

除了补充几个粘贴
灯带、收纳抽屉、桌布桌
垫等家居用品外，孙妍已

经 决 定 今 年 不 再 囤 货
了。“之前买的很多东西，
还没用完就有点腻了，只
想尽快消耗掉，体验并不
好，那种‘每次多用点儿’
的紧迫感，无形之中也造
成了浪费。”

在她看来，如今商家
创建的“消费节”林林总
总，除了“双 11”还有年货
节、6 · 18、双 12……互相
之间都会衡量，价格不会
相差太多。还是随着心
情，随买随用新鲜的更
好。

攻略满天飞 惹人频怀旧

体验感打折 囤货恐浪费

官方不保准 谨慎辨山寨

又到一年双11“ ”

“保价”顾名思义，就是
消费者购买的产品，在承诺
的保价期间若价格下降，则
商家赔付消费者多付的差
价。但是结合往年经验，保
价似乎也不保险，有消费者
发现自己购买的商品降价
了，去向商家寻求补偿时被
拒。客服的理由通常是，店
铺和平台优惠券、限时活动
以及赠品等均不在保价范
围内。也有商家为了规避
保价规则，下架原商品，重
新上新的购买链接或者只
是更改商品名称。

据《消费者权益保护
法》规定，消费者有权知悉
所接受的服务的真实情况，
经营者不应当做虚假或者
引人误解的宣传，但是大部
分商品的购买页面中通常
不会显示保价的除外规则，
容易让消费者产生误解。

对此，江苏省消保委提
醒电商平台和广大商家，通常

来说各电商平台的商家所标
注的产品价格不会有太大的
波动，各类优惠的实现主要靠
发优惠券、限时降价等活动，
如果将这些活动都排除在保
价范围之外，那么“保价”意义
也不太大。对此，江苏省消保
委希望广大经营者进一步完
善保价制度，诚信经营，保障
消费者知情权，将保价的排除
情况明示消费者。

同时，江苏省消保委也
建议消费者理性购物，合理
安排购物计划。遇到保价不
盲目不冲动，先确认商家的
保价是店铺承诺还是平台活
动，了解商家的保价规则以
及理赔流程，计算好保价时
间，并将上述信息及时截图
或录屏留存。购买商品后，
可以密切关注产品价格波
动，如果发现商家降价，注意
截图，和商家沟通解决，发现
商家恶意规避保价规则的及
时向平台投诉。

理性购物，了解清楚保价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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