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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数
据显示，在电商直播中购买过商
品的用户已占整体电商直播用
户的 66.2%。今年“双 11”期间，
电商们抓住直播带货良机，以让
利、赠品等形式纷纷挤进知名网
红的直播间；而那些没有挤进去
的商家，要么自己在平台上直
播，要么邀请一些不太知名的主
播做直播。

价格低廉、购物便捷、秒杀
福利、补贴红包……直播间的这
些噱头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消费
者选择直播购物。记者近日调查
发现，主播素质参差不齐、虚假
宣传、价格误导等现象引起诸多
消费者吐槽，在营销套路、平台
规则的裹挟下，消费者要抢到真
正划算的商品越来越难。

乱象一
饥饿营销，价格误导

一盒面霜原价 350元，直播
间的价格也是 350元，但会赠送
一些面膜或者水乳等，将这些赠
品的价格也算入面霜价，再告诉
消费者：面霜打了折！

这是资深“剁手族”刘默（化
名）近日在某直播间购物时总结
出来的直播营销套路——将赠
品的价格附加至商品中。

据刘默介绍，与往年“双
11”的直播活动不同，今年各大
直播间的商品价格普遍不低，尽
管主播们高喊“家人专属福利”

“全网最低价”“七折、六折、五
折”，但许多商品的折扣是通过
赠送小样或单品的形式实现的。

对于主播的这种行为，服装
电商从业者爱园说：“赠品或小
样并没有流入市场，价值也不太
高，如果将赠品的价格加入商品
中，其实是不太合理的。”

日前，记者观看了某女明星
的一场“双 11”直播。其宣称某
品牌面膜平时需要 18元/片，但
在直播间购买价格为 128元/50

片，平均每片面膜2.56元。
记者同时进入电商平台搜

索同款面膜，发现在该平台上这
款面膜的售价为 109 元/40 片，
购买两件可以领取优惠券，最终
可以 198元的价格购买 80片面
膜，平均每片只需2.48元。

既然直播间的商品价格并
非“全网最低价”，为何一些消费
者仍然会对直播购物趋之若鹜？
记者采访发现，主播们普遍采用
的“饥饿营销”是背后原因之一。

北京某公司职员赵磊平常
喜欢看抓鱼相关的视频和直播，
近期他给关注的一位主播起了
一个新名字“永远 30秒”。“这个
主播一边直播抓鱼，一边卖诱鱼
剂，每次介绍时都说，只上架 30
秒，大家赶快抢购。几分钟后，又
上架 30秒。他直播一两个小时，
会有无数个 30秒。”赵磊对此有
点哭笑不得。

刘默也遇到过类似情况。她
发现，主播会将商品分批次上链
接，“第一批上了 300件，卖完后
有些消费者没有抢到，过一会儿
主播会说跟商家协商补货，可以
继续抢购，过一会再上第三次、
第四次链接”。

乱象二
“憋单”话术，耗时耗力

除了价格误导外，一些主播
在介绍商品时超快的语速、超短
的时间也让许多消费者“迷失”
在直播间。

刘默本来雄心勃勃地想要
在今年“双 11”鏖战一番，为此
她早在主播上架商品预告时便
提前做好了抢购准备。没想到，
预售当晚挤进知名主播直播间
的品牌、商品相当多，几乎所有
主播都加快了介绍商品的语速，
即便是普通主播，介绍一款商品
的用时也不会超过3分钟。

“还没来得及听清楚、看清
楚商品长啥样，就过去了，在直

播间要想抢到真正划算的商品
越来越难了。”刘默吐槽说，为了
不错过心仪商品，她只能全神贯
注地盯着屏幕，生怕一走神，链
接就从眼皮底下溜走了。

有媒体统计，在 10月 20日
“双11”预售当天下午4点到晚上
8点的4个小时里，主播薇娅共讲
解了341款商品，平均42秒一款
商品；主播李佳琦共讲解了 252
款商品，平均57秒一款商品。

“信息密度如此大的商品介
绍，对于消费者注意力集中的程
度和耐心度要求非常高。”陈栋
说。对于这种现象，有网友打趣
说，自己在学生时代上课时都未
如此认真地听讲。

记者在采访中还发现，在长
时间的直播过程中，当粉丝没有
耐心时，有的主播会设置一些秒
杀商品或超低价商品给粉丝送
福利，吸引大家持续关注。

但刘默从来没有抢到过这
些秒杀商品，“比如说秒杀 100
件商品，可往往在上线那一瞬
间，就已经抢购完了。真的是网
络或手速原因导致抢不到，还是
暗藏玄机？”刘默很不理解。

对此，陈栋给出了一种解
释：“不排除确实是消费者没有
抢到的情况，毕竟超低价商品大
家都会抢，但也可能是主播故弄
玄虚，实际上根本没有上这么多
商品链接。”

据陈栋介绍，直播带货中有
一种话术叫“憋单”，即主播在直
播刚开始的时候向消费者介绍
今天会有多少单是福利，几元钱
就可以买到较贵的商品，但一直
不上线，消费者等不下去打算离
开时，主播又会说再过一会儿就
上链接，等来等去，最后消费者
还是拍不到。

乱象三
质量不一，素质不齐

虽然直播间有各种价格套
路，但记者调查发现，有些商品
价格的确实很低，甚至低于市场
正常价格。

针对上述情况，爱园解释
说：“商家为了销售库存商品，快
速回笼资金，会选择低价出售。
还有一些残次品、存有瑕疵的或
者临近保质期的商品，商家也会

以较低的价格出售。”
据爱园透露，由于直播行业

销售量大、商品流转速度快、退
换率高且价格低廉等特性，商家
在生产时会生产不同批次的商
品以面向不同渠道的消费者，

“直播间的商品大多为流水线生
产的商品，很多衣服都是简单剪
裁、缝纫好之后就直接发货。像
这样的商品，成本确实低，自然
价格也低”。

“一些主播在介绍商品时有
选择性和片面性，甚至会故意隐
藏一些关键信息。”陈栋告诉记
者，他之前在某直播间购买一件
衬衫，主播描述商品物美价廉，
但等到货试穿时才发现与主播
描述的完全不一致。

而对于一些在直播间购买
了海鲜、水果的消费者来说，售
后维权之难更让人唏嘘。据爱园
介绍，有些卖海鲜、水果的主播
在直播时会打出超低价，但很可
能最后根本不发货，甚至连人都
找不到。过段时间，换个账号，主
播依然能继续敛钱。

“这种情况主要发生在那些
没有资质、自己带货的小主播身
上。”陈栋在直播行业耕耘多年，
他对此深有体会。

在陈栋看来，主播素质参差
不齐也是导致如今直播行业乱
象丛生的原因。“现在的直播体
现出较强的草根化、平民化，不
需要持证上岗，一些素质较低的
主播也跃跃欲试。”

爱园则提出，专业素质低是
一些带货主播“最坑人”的地方。

“有些主播对衣服成分并不
了解，在介绍商品时会出现较明
显的错误。比如，在介绍衣服的
羊毛、羊绒含量、是否脱毛、是否
起球等情况时，刚说其中含有羊
绒，立马又保证说一定不会掉
毛，这明显不符合常识。”爱园
说，直播带货乱象亟待整治和规
范。

据《法治日报》

在直播间真能抢到便宜商品吗
——“双11”直播带货乱象调查

“扫码领红包”“扫码抽手
机”“先别拆，你有一箱方便面待
抽取”……正值“双 11”快递旺
季，很多包裹上会附带一个二维
码，还配有引导扫码的标语。有
人以为是商家赠送的红包或礼
品，但扫码后却发现弹出的是各
类小广告。专家提醒，消费者要
慎重扫码，以免产生额外消费。

扫码会怎样
大多诱导办卡或消费

“最近送来的快递包裹上几
乎都有个二维码，有的让扫码领
红包，有的是可以抽手机，但扫
了之后发现根本没有奖品可以
领，就是各种促销广告。”北京市
民冯女士向记者反映，网上购物
后很多商家有好评返现，最初她
以为快递包裹上的二维码是商
家要回馈赠品，但扫码之后却发
现，收到的多是引导办卡或是一
些教育机构的广告页面，通常需
要填写姓名、手机号等个人信

息。冯女士担心，这有信息泄露
的风险。

记者随机询问多个消费者
发现，大部分人都收到过类似带
有诱导扫描二维码的包裹。记者
随机抽取一份快递面单，扫码后
出现一个抽奖大转盘，抽奖后出
现“免费领卡 包邮到家”字样，
并让填写姓名、手机号、身份证
号、地址，细看之下原来是中国
移动的流量套餐，显示送“24个
月视频会员”，页面下方还不断

弹出成交记录。但再往下翻，在
页面最下方才看到资费详情，每
个月有39元的费用。

广告来自哪儿
“菜鸟”称统一负责
且已筛选

“如果有人看到所谓的‘免
费领卡’字样，填了信息，按照提
示操作，每个月还要被扣套餐

费，这不是误导消费者吗？”冯女
士认为，这样的广告宣传很容易
让人产生误解。

记者通过扫描另一个快递
面单上的二维码发现，页面显示

“恭喜您优秀名额已锁定”，让用
户输入手机号，并点击“确认支
付”，领取的是 100元话费包。还
有的快递面单扫码后则是教育
机构的推广页面，引导消费者填
写姓名、邮箱、手机号等信息提
交注册。

记者联系不同的快递企业
了解后得知，快递面单上的广告
由“菜鸟”统一负责，并非商家自
己印制。“菜鸟”方面向记者表
示，这属于正常操作的广告位，
投放广告的都是正规商家，已经
经过了筛选，消费者可以选择不
填信息。

专家说法
诱导扫码涉嫌侵权

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

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音江表
示，快递包裹上类似“扫码领红
包”行为，一般是诱导消费者购
买产品或服务，或诱导消费者填
写个人信息。依据《消费者权益
保护法》，经营者向消费者提供
有关商品或者服务的信息应当
真实、全面，不得作虚假或者引
人误解的宣传；经营者收集、使
用消费者个人信息，应当明示收
集、使用信息的目的、方式和范
围，并经消费者同意。

这种“扫码领红包”行为显
然对消费者造成了误导，如果是
诱导消费者购买商品或服务，涉
嫌侵犯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
权；如果是诱导消费者填写个人
信息，同样涉嫌侵犯消费者个人
信息受保护的权利。

陈音江表示，如果是发布广
告行为，广告主和广告制作方、
发布方同样要对发布广告的真
实性负责，否则同样要依法承担
相应的责任。

据《北京晚报》

扫码领红包抽手机，其实是“逗你玩”
专家：诱导扫码涉嫌侵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