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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类似以“恶
意退货”手段来“薅羊毛”
的案例屡屡发生。

市场经济的基础是
信用，而“薅羊毛”行为侵
蚀的正是这一基础。这
种风气如果继续蔓延，一
些“薅羊毛攻略”甚至被
包装成“省钱秘籍”在社
交平台传播，会误导更多
人效仿。此风如果不加
以遏制，不仅电商行业中

小商家受损，市场交易成
本增大，社会诚信体系也
将面临挑战。

要遏制“恶意退货”
等“薅羊毛”乱象，当前
首要的是完善规则，堵
住漏洞。电商平台可优
化退货政策，如对特殊
商品（如演出服、数码产
品等）设置更严格的退
货条件；建立“黑名单”，
对频繁恶意退货的账号

进行限制。利用大数据
和人工智能技术，及时
识别异常退货行为并预
警。

诚信、健康的市场
环境需消费者、商家和
平台共同维护。“薅羊
毛”之风当刹，唯如此，

“七天无理由退货”等便
利措施才能真正发挥作
用，而非成为少数人“薅
羊毛”的工具。

退货 歪风该刹刹！
“学生组团退60多件演出服”引热议；无理由退货新规执行，退货门槛提高

运动会结束了却将穿过的服装集体退回？5月3日，“校方回应
学生组团狂退60多件裙子”话题冲上热搜并引发热议。

5月1日起，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的《售后服务 无理由退货服
务规范》正式实施，旨在整治近年来因退货规则漏洞引发的乱象，尤
其是电商平台频发的“羊毛党”恶意退款问题。

那么，“七天无理由退换货”的规则，到底应该怎样合理运用？
新规执行后，消费者该如何应对？就此，日前记者进行了调查。

近日，一名店主称，4月
底，沈阳一职业技术学校60
多名学生集体网购衣服，参
加完运动会后又集体以“质
量问题”为名退货退款。店
主表示，自己的这个服装链
接被封三个月，三个月都卖
不了，损失8000元左右。

店主称她在学校官网
看到学生们穿着自家店铺
的衣服，吊牌都没有摘，而

且退回来的衣服上面还有
学校草坪上的渣。

店主表示：“学生们退
款的时候说他们也没有办
法，因为是老师强制让买
的，老师让退的。”

对此，学校招生工作人
员回应称，“太不讲究了，这
属于诈骗，报警吧”。

5 月 3 日上午，记者致
电涉事店主。该店主表示，

当日上午已接到该学校相
关负责人电话，校方已就此
事道歉，并承诺回收服装、
承担相关费用，双方目前达
成和解。

关于店铺被封事宜，店
主表示将与平台进一步协
商。此外，记者发现，截至5
月 3日中午，该店主社交媒
体账号上反映退货问题的
相关视频已无法查看。

记者梳理发现，演出服
装被使用后退回的情况屡
见不鲜。去年 12 月，山东
一名商家发视频称，被河北
石家庄某职业学院学生集
体退回演出服。商家许先
生表示，他发现收到的售后
拆退件 7 件都是该学校的
退货地址，“随机挑出两三
件衣服，吊牌被摘了，裤腿
都是脏的，肯定是穿过的。
一件衣服大概 71 元”。该
商家还表示，之前也经常碰
到这种情况。

2024年 6月，黑龙江一
所学校多名学生网购店铺
服装，之后将 400多件穿过

的裙子集体申请退货退款；
2024年 4月，宁夏银川一学
校也曾将 80余套演出服集
体退货；2023 年 6 月，山西
某大学学生在一家网店统
一购买了一批表演服，但活
动举办完就出现了学生集
体退货的情况。

七天无理由退货的条
款是为了护航网购健康发
展的便利之举，仅适用于

“未使用且不影响二次销
售”的商品。学生组团有组
织成规模地违规退货“薅羊
毛”，不仅毫无诚信可言，更
可能触犯相关法律，当属学
校教育失察失责。对此行

为理应公开处理不可纵容，
校方不光要对涉事师生进
行诚信教育，还应责成其赔
偿店家损失，为自己的行为
承担责任。

此类利用“七天无理
由退货”条款“薅羊毛”，导
致商家损失惨重的事件屡
见不鲜，也提醒网购平台
及行业主管单位应予以关
注，通过引入人工核实、追
责“羊毛党”等方式补上制
度缺漏，避免“破窗效应”
伤害到更多中小商家的正
当权益，为广大商家和消
费者提供一个公平交易的
网购环境。

那么，“未使用且不影
响二次销售”的商品该如何
定义呢？

对此，北京市中闻律师
事务所合伙人王维维律师
认为，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
法第二十五条的规定，网购
服装属于适用七天无理由
退货的商品，但适用的条件
为退货商品应当保证完
好。《网络购买商品七日无
理由退货暂行办法》对商品
完好的含义进行了进一步
明确。该办法规定，商品能
够保持原有品质、功能，商
品本身、配件、商标标识齐
全的，视为商品完好。消费
者基于查验需要而打开商
品包装，或者为确认商品的
品质、功能而进行合理的调
试不影响商品的完好。

王律师认为，适当地试
用商品和查验商品，是消费
者的合法权益，但也不乏消
费者滥用七天无理由退货规
则。一般来说，网购服装已

摘吊牌或未摘吊牌但已实际
穿着产生脏污或不符合二次
销售标准的，已经不属于商
品完好的范畴，商家可以拒
绝退货退款。

七天从哪天开始起算
呢？

《网络购买商品七日无
理由退货暂行办法》规定，
七日期间自消费者签收商
品之次日开始起算。其中
的“日”应为自然日，并非工
作日，但是，最后一天为法
定节日的，法定节日结束的
次日为最后一天。

“无理由退货”需具备
哪些条件？

条件一：网购商品的目
的需为生活消费。条件二：
退货的商品应当完好。条
件三：商品也有“绝对不适
用”和“相对不适用”七日无
理由退货规定的。“绝对不
适用”：消费者定作的（例
如，商家按照要求，为顾客
男/女朋友专属定制的情人

节礼物，此类商品很难再出
售给他人）；鲜活易腐的（例
如，端午佳节网购的新鲜粽
子，就属于“鲜活易腐”的商
品，不适用七天无理由退货
制度）；在线下载或者消费
者拆封的音像制品、计算机
软件等数字化商品；交付的
报纸、期刊。对于上述四类
商品，商家应当采取技术手
段或者其他措施进行明确
标注。

“相对不适用”：拆封后
易影响人身安全或者生命
健康的商品，或者拆封后易
导致商品品质发生改变的
商品；一经激活或者试用后
价值贬损较大的商品；销售
时已明示的临近保质期的
商品、有瑕疵的商品。对于
上述三类产品，商家应当在
商品销售必经流程中设置
显著确认程序，供消费者对
单次购买行为进行确认。
如无确认，商家不得拒绝七
日无理由退货。

过去，“7天无理由退
货”几乎是“申请即退
款”，甚至存在“仅退款不
退货”的极端案例。新规
的关键调整在于：退货门
槛提高，审核流程趋严。

退货范围缩窄：明确
不 适 用 退 货 的 商 品 类
别，如定制品、鲜活易腐
品、拆封的数字化商品
（如软件、音像制品）、临
期商品等。部分商品（如

一次性密封包装的食品、
拆封后影响二次销售的
电子电器、服装鞋帽等）
若包装或标签被破坏，将
无法退货。

退货条件更严苛：商
品必须保持“完好”状态，
包括外观、功能、配件完
整，且不得有使用痕迹
（如电子产品激活、服装
污损）。

拆 封 ≠不 能 退 ：消

费者因检查商品必要性
的拆封仍可退货，但商
家若在页面注明“拆封
不退”，则可能被认定为
违规。

审核流程规范化：退
货申请需经平台或商家
审核，符合条件才可退
款；不符合则需明确告知
原因。严打“薅羊毛”行
为，如 P 图伪造质量问
题、使用后恶意退款等。

对普通用户而言，理
性消费、留存证据、依法
维权，是在新规策略下保
证自身权益的“购物姿
势”。

下单前“三查”：查是
否标注“不支持7天无理
由退货”（如定制品、临期

品）；查退货条件（如包装
完整性要求），避免因疏
忽丧失退货权；查商家信
誉，优先选择标明“无忧
退换”的正规店铺。

谨慎拆封：非必要不
破坏密封包装（如食品、
化妆品）；试用电子商品

时避免激活或留下使用
痕迹。

留存证据：退货前拍
照/视频记录商品状态，
防止商家以“不完好”为
由拒退；若遇不合理拒
退，可向消保委投诉或通
过法律途径维权。

60多名学生集体退款 损失约8000元

退货“薅羊毛”类似事件屡见不鲜

“七天无理由”≠“无条件”

退货范围缩窄、条件更严苛

消费者如何应对新规退货严？

要遏制住“恶意退货”乱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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