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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消失的“差评”
本报记者 吴艳 摄影报道

差评，是消费者在网络购物后根据自己感受给出的评价，也是其他消费者购物时的参考信息。然
而，一些购物平台现在却不再设置好评、中评、差评的直观分类。还有部分平台商家以返现等方式，引
导消费者删除差评或直接给予好评——

浏览其他消费者对商家及
商品的评价，是很多人网络购物
时的习惯。如果某商家得到的好
评多，无疑给消费者留下好印
象，有利于促进消费者下单；反
之，如果商家收到的差评多，消
费者自然不敢下单。

但不知从什么时候起，网购
商品评价页面的中差评一栏内
没有了消费者的吐槽内容，而是
被关键词“感觉不佳”“效果一
般”等代替了。很多商品甚至连
这些负面的关键词都没有了，呈
现的全是正面的评价。

差评内容不显示

前天，家住运河区恒大城小
区的李晓莹收到了网购的某品
牌连衣裙。拆开后，她发现这件
裙子明显是仿品，衣服有异味，
面料不透气，走线不整齐，吊牌
印刷模糊。

李晓莹告诉记者：“我看中
了这个品牌，从网上花了 300多
元购买了连衣裙。当时以为是正
品才下单的。”

按照以往的经验，购买前，
李晓莹仔细浏览了评价详情。在
商品评价页面下，她看到的都是

“正品”“质量好”“物美价廉”等
好评，这才放心地下单。

收到货后，李晓莹却大失所
望。为了帮助其他消费者“避
雷”，她想在商品评价处写出自
己的真实感受。

结果在评价时，李晓莹却发
现，过去评价商品都是直接选择
好评、中评、差评，然后再进行具
体描述。现在，买家只能在“描述
相符”和“物流服务”选项后面点
亮星星。一共有 5颗星，点亮一
颗或两颗代表差，三颗代表一
般，四颗和五颗分别代表“好”和

“非常好”。
于是，李晓莹只能点亮一颗

星星，并在描述中写下了“仿品，
质量不佳，建议购买者慎重选
择”的文字。

随后，李晓莹屡次刷新页
面，这条评价迟迟没有显示出
来，相关内容只保留在自己账号
的评价页面上。她借用其他账号
查看该商品评价时，也没有刷出
她的评价。

“关键词”代替
中差评

采访中，很多消费者表示，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在一些网购
平台上，已经看不到中评、差评
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些关键词分
类评价。

记者浏览多家网购平台发
现，部分店铺的商品评价区不再
直观显示好评、中评、差评等分
类，而是显示“显瘦”“正品”“值
得回购”“感觉不佳”等关键词，
其中负面描述的关键词占比很
少。

中差评对其他用户是有一

定警示作用的，也能够督促商家
提升产品质量和服务水平。这个
功能却越来越形同虚设。

淘宝网是一家较大的网购
零售平台。去年 9月份，手机淘
宝的改版引发关注，淘宝网针对
手机淘宝店铺的评价系统进行
了一系列改版。

网友反馈，淘宝改版后，查
看商品“宝贝评价”时，此前的中
差评标签不见了，取而代之为

“感觉不佳”。对此，淘宝官方客
服回复称，淘宝网已于近日完成
系统升级。评价页面修改后，好
评、中评以及差评等评价标签将
不再单独显示，中差评类别将集
中在“感觉不佳”一项中。

不可否认的是，电商平台这
种做法大大削弱了中差评的存
在感，让买家阅读便利性大打折
扣，没有对信息给予公平的展
示。

有网友表示，网上购物之前
都会看评论，看不到差评会影响
对商品质量的判断。

还有网友认为评价页面的
改版是为了讨好商家，“淘宝就
应该只有好评，因为差评会被店
家要求更改”，“反正我打的差评
都不显示了”。

采访中，有消费者表示，看
商品评价中的差评内容，不是要
找茬儿，而是希望能从其他消费
者的评价中吸取教训。

然而，自从评价区找不到差
评，消费者就很难从以往的买家
信息中看到对商品的不满评价，
因为消费者不可能将动辄数千
条的评论一一查看。

给差评被要求删除

相比差评内容不被展示，市
民武云给出差评的结果，最终是
她自己被迫进行了删除。

7 月初，孩子放暑假后，武
云一家去北戴河度假。她通过某
住宿服务平台订了一家民宿的

房间。
等到入住时，武云才发现，

自己被网上的图片欺骗了，房间
设施陈旧，卫生状况很差。

当时正值旅游旺季，房间难
定。武云咨询了其他几家经济型
酒店发现，全都是客满，他们一
家只能在订好的民宿将就了两
天。

住宿结束之后，她在网上给
出了差评，主要涉及“屋内有异
味”“床单不干净”“没有 24小时
热水”等内容。

回沧州后的第二天，这家民
宿房东看到评价内容后电话联
系了武云，先是表达了歉意，然
后提出让武云把差评内容删除
的要求。

经不住房东的电话骚扰，同
时也怕受到打击报复，武云无奈
删除了差评。

与武云经历相同的还有刘

明浩。他曾因扁平足在一家网店
购买了矫正型鞋垫，后因效果不
佳，在网上如实写出了自己的使
用体验。

结果他多次收到店主的电
话，希望他能更改评价。最终，刘
明浩不堪电话轰炸，将评价更
改。

采访中，多位消费者向记者
表示，在发布差评时心中有所顾
忌，一方面容易受到商家电话和
短信“轰炸”，另一方面更担心对
方在已经知晓自己的地址、电话
等信息的情况下，做出威胁等行
为。

用红包诱导“好评”

在努力消灭差评的同时，商
家也在不断诱导人们给出好评。

市民张嘉怡说，她经常在外
卖平台、网购平台下单。近半年
来，她下单后有时会意外收到商
家好评返现的小卡片，上面写着

“收到商品后请不要急于评价，
有任何问题请联系客服处理，不
要差评”“好评晒图返红包 5元”
等字样。

“有一次，我收到小卡片后，
店家还提醒我，在晒图时不要露
出返现的卡片，不要直接联系
商家客服，而是要添加卡片上
联系人的微信后，再发送好评
截图。”

令张嘉怡不快的是，有一次
她购买了一个床垫，她的订单显
示“已签收”后，商家立即发送多
条平台信息，请她给予好评。她
不予理睬，对方竟打来了电话。

记者在某电商平台搜索发
现，有专门的店铺出售此类好评
返现卡片，售价为 500张 5元左
右。

王辰是一位有多年网购经
历的消费者，她说，类似的好评
返现卡片有一定的诱导成分，最
终如何评价，选择权在消费者手
中，但是商家的此类行为不应当
被支持。商家应当理性看待消费
者的差评，而不应当与消费者对
立。

警惕商家的
选择性操控

网络购物过程中，“其他用
户的评价”是用户做出购物决策
的重要依据，以此判断产品、服
务、物流等各方面的情况，好评
促进购买，差评妨碍购买。无论
差评还是好评，反映的都应当是
真实的用户体验。

河北恭惠律师事务所律师
张志勇说：“好评与差评都是消
费者评价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一
些商家采用隐藏差评分类、删除
差评和诱导好评等方式，使差评
逐渐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这种
选择性操控评价，影响了评价的
公正性、客观性，是对消费者的
误导。”

根据《电子商务法》规定：网
络平台或者商家有义务为消费
者建立健全相应的信用评级制
度，为消费者提供评价商品或者
服务的途径，并且不得删除消费
者对商品或者服务的评价；消费
者有权知悉其所购买商品或者
享受服务的完整信息和详细评
价，商家或者平台应当确保相关
信息的完整性。

张志勇律师表示，根据有关
法律规定，商家不得隐藏、删除
差评，也不得诱导消费者给好
评。

采访中，有网友表示：目前，
不管网售商品还是网售服务，都
不可能完美无缺，出现某些差评
是难以避免的。而一些平台的差
评消失，更像是掩耳盗铃，自欺
欺人。对这种只见好评不见差评
的平台和商家，消费者更要提高
警惕，因为这或许不是真实情
况，而是选择性操控的结果。

网购中逐渐消失的“差评”

““感觉不佳感觉不佳””取代了取代了中差评中差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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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纳左岸小区东门北侧，有400多平方米门市（两个门市
打通）出租，也可分成两个门市单独出租，精装修，有中央空调、
新风换气、音响、灯光、LED大屏等设备，可用也可不用，对面是
信友小区和正在盖的信誉楼商场。电话：15132796169乔女士

出租
门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