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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消费套路深
记者从上海市消保委处获悉，10月

14日至11月14日，全市消保委共受理
网购消费投诉27088件，推进企业先行和
解36346件。

消费者田先生近日向上海市消保委
投诉，表示某平台默认的“先用后付”支付
方式导致他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误触下单
了一款炉子，联系客服取消订单未果，发
货后联系快递公司拒收，却仍被扣除280
元。

各平台宣传优惠难兑现同样引发消
费者不满。宋先生“双11”期间购买扫地
机器人，平台页面显示“活动到手价2580
元”，实际购买价为2740.91元，但客服却
表示各地优惠政策不同所导致，无法处
理。宋先生一气之下投诉至消保委，他认
为，宣传页面标称的“到手价”应为消费者
实际支付的价格。

此外，有消费者反映价保规则“门槛”
高。蒋先生在购买猫砂后发现商家下架
原链接，并使用新链接以更低价格再次上
架同款商品，蒋先生希望平台直接退还差
价。平台却表示商品链接不同，不符合保
价协议，需消费者退货重新下单。

平台规则漏洞多
平台为方便消费者推出的“先用后

付”、消费券、保价等一系列消费规则，为
何成为被投诉的对象？消保委认为，这是
由于平台的消费规则本身存在问题：一是

“先用后付”存在争议，消费者知情权难以
保障；二是宣传优惠难兑现，商家诚信意
识较弱；三是保价承诺成空话，价保规则

“门槛”高。
首先，一些电商平台推出的“先用后

付”看似便捷，但在消费者不知情的情况
下，将默认支付方式改为“先用后付”，导
致消费者误触下单取消困难，错过付款时
间影响个人征信，引发不满。消费者在申
请售后时，还遭遇商家推诿或系统延迟等
情况，导致诉求无法及时处理。

消保委还发现，今年“双11”各平台
虽加大优惠力度，现金券补贴、赠品加码
等优惠层出不穷，但部分商家模糊宣传内
容、隐瞒商品优惠条件，导致消费者购买
后发现实付价格与宣传不一致，未能真正
享受到优惠；也有一些商家忽视诚信原
则，拒绝履行售前承诺，不按约定内容发
货。

此外，平台商家推出的保价活动，也
变成了空头承诺。部分商家虽然承诺保
价，即一定时间内，“买贵了”的商品可以
退差价，但对于保价的范围、条件等规则
的表述模糊不清且限制良多，还有一些商
家利用不同链接或产品编号规避保价。
消费者若想顺利退差价，阻碍重重。

宣传优惠难兑现 保价承诺成空话
“双11”期间上海市消保委受理网络消费投诉2万余件

2024年中国电商平台“双11”成交总额14418.0亿元，
获近年来最好成绩。在消费市场逐渐回暖的同时，高投诉率
的问题亦不容忽视。自10月14日以来，上海市消保委受理
网购消费投诉达2万余件。频频出现的网络消费投诉现象背
后的原因是什么？又反映了什么问题？ 青年报见习记者 朱彬

青年报记者 郭颖

本报讯 青年报记者于昨日从静安
区检察院举行的“护航清朗网络空间
助力民生民利保障”网络检察工作新闻
发布会上获悉，2023 年以来，静安区受
理的网络犯罪案件中，帮助信息网络犯
罪活动罪达到 405 件 539 人，案件数量
占比为 81%。对此，检察官呼吁：普通
人莫为赚快钱误入“帮助信息网络犯
罪”歧途。

帮涉诈网站设计用户界面也要判刑
据悉，网络犯罪罪名集中于电信网络

诈骗及关联上下游犯罪，主要涉及罪名为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诈骗罪。

2022年8月至2023年2月间，赵某在
境外从事某涉诈网站的用户界面设计，并
收取以虚拟币支付的报酬，折合人民币共
计约12.8万余元。经查，上述期间内，被
害人吴某等人因在某涉诈网站上投资被
骗，数额特别巨大。后被告人赵某在家属
帮助下退出人民币20万余元。

网络犯罪比传统犯罪更复杂、更隐
蔽，被告人赵某到案初期拒不认罪，加大
了案件审查难度。最终，赵某被判有期徒
刑二年，缓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
元。

普通人何以深陷泥潭？“从我们办案
情况来看，他们绝大多数是为了赚取快

钱。”静安区检察院第三检察部副主任、网
络检察办公室主任胡俊君表示，“对于犯
罪的认定，首先其要有违法性的认识，比
方说，是否知道相关银行账户是用于接收
违法犯罪所得等相关网络犯罪的？如果
不知晓相关情况，我们也会依法将其排除
犯罪范围，但是对于确实在主观上明知
的，那么我们会做分层分类处理。”

新型网络犯罪给办案提出诸多挑战
静安区检察院此番发布的《网络犯罪

检察白皮书》显示，2023年1月至2024年
10月，静安区检察院共受理网络犯罪审
查逮捕案件427件723人，批准逮捕424
人；受理网络犯罪审查起诉案件 502 件
839人，占全院办案数的16%。网络犯罪
数量上升趋势显著，2023年全年受理网
络犯罪审查逮捕案件量同比上升292%，
审查起诉案件量同比上升77%。

随着网络技术迭代更新，网络犯罪产
业链条不断升级，犯罪手法快速演变，出
现了与新业态、新技术伴生产业链条或新
兴犯罪类型。例如，通过复杂的转账交
易，以购买、出售虚拟币的方式“跑分”“跑
币”，利用虚拟币交易平台的多层分散系
统和混币系统，转移虚拟币，隐匿赃款流
向等；通过搭建网络远程控制手机外呼平
台，为他人实施电信网络诈骗活动提供电
话网络技术支持；利用“AI换脸”等新型犯
罪手法，绕开网络平台人脸验证安全防护

功能，登录他人账号开展非法牟利活动。
此外，网络犯罪具有“非接触式”的

特性，特别是新型网络犯罪的许多形态
都是首次出现，也给办案现实提出了诸
多挑战。例如，在办理“AI换脸”“机器人
选股”等新型案件过程中，依托“技术调
查官”外脑提供“技术供给”，加强证据研
判，全面、准确认定案件事实，对涉案计
算机程序工具的技术原理、运行机制等
专业性问题，在依法委托鉴定的基础上
进行审查。

产业链条不断升级 犯罪手法快速演变
检察官：莫为赚快钱误入“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歧途

“双11”过后，各地物流企业迎来快递物流高峰。 新华社 图

复旦大学社会学教授顾晓鸣表示，如

今的消费市场已经变成了一个大的消费

游戏场。近年来，电商平台推出种种销售

策略和优惠以吸引消费者，尤其是年轻消

费者。据iiMedia Research（艾媒咨询）最

新发布的《2024年中国电商“双11”消费大

数据监测报告》数据显示，2024年参与“双

11”活动的消费主力为26~29岁年轻群体，

占比 34.1%。社交平台上，优惠券领取、

“双11”省钱指南、满减凑单、隐藏优惠等

攻略内容也在不断吸引年轻群体加入消

费游戏。

这些年轻消费者，在熟练掌握平台的

消费规则后，试图运用消费规则与商家平

台斗智斗勇，获利消费。“他们在这个过程

中，与其说收获的是消费物品带来的快

感，不如说是对于这些消费规则的使用和

消费获利的快感。”顾教授认为，由于网络

化、智能化和算法化，现代人对商品本身

的消费已经变成了对消费规则的消费。

但他也强调，不论是平台，还是消费

者，这种消费游戏很容易反噬自身。投诉

作为消费游戏中的重要一环，同时也成为

消费者面对商家滥用和操纵规则时的“武

器”。一旦平台规则未能实际满足消费

者，消费者容易在这一过程中逐渐失去耐

心，并拿起自己的“武器”。而商家和平台

也会出现销售业绩和退货量同时攀升的

情况。这是现代消费环境发生深刻变化

的表征。

利用规则者易遭反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