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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位置】厂房位于渤海新区黄骅市科创产业园
内规划路十一以东，中兴大街以西，地理位置优越，
交通便利。
【面积详情】房源一：已经建成占地面积10000平方
米，厂房5000平方米，分为两跨，跨度为8米，高度为
12米，可安天车。配有3层办公楼共1000平方米。

【配套设施】水电齐全，厂区配有350千瓦独立变压
器，餐厅、办公室、住宿……一应俱全。
【土地性质】正规园区，工业用地，可环评，可办照。
【适合行业】机械加工、设备组装等。
【租金价格】租金面议，欢迎有意者前来洽谈。
联系电话：010-82893226 133310808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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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大多数裙子都被穿过
了，打开包装后一股难闻的异味
扑鼻而来，完全无法再次销售，
只能报废。”近日，面对 400多件
被退回的裙子，浙江金华的网店
老板姚先生心痛不已。

姚先生查看退货订单后发
现，这些订单为集体退货，他直
接损失近 8000 元，还导致网店
退货率飙升。“退货率越高，店铺
排名越靠后，权重也会受影响变
低。”

记者采访了解到，高企的退
货率已成为一些电商平台的突
出问题。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
法，除特殊商品外，经营者采用
网络、电视、电话、邮购等方式销
售商品，消费者有权自收到商品
之日起七日内退货，且无需说明
理由。然而，有的消费者为了获
取不当利益，在网购中肆意利用

“七天无理由退货”等规则“薅羊
毛”，令一些商家叫苦不迭。

网购商品用完就退
网店老板有苦难言

今年 6月，来自广东广州的
网店老板王先生遭遇了大量顾
客提出的退货申请——“六一”
国际儿童节前夕，一些家长为满
足孩子参与节日活动的需求，纷
纷前往其网店选购童鞋。活动结
束后，一些家长又将鞋子退还回
来，其中部分鞋子已经磨损严
重。

“每年都会发生类似的事
情。这种现象不仅限于个别消费

者，个别学校也存在批量订购服
装，再在活动结束后将大部分服
装退回的情况。”王先生气愤地
说。

记者采访发现，由于个体身
材与审美的差异性，服装类商品
的退货率一直居高不下，尤其女
装是“重灾区”。甚至有人专门研
究如何将自己穿过的衣服退给
商家，并在网上炫耀自己的“成
功案例”。

有卖家反映称，一般平台都
要求“七天无理由退货”，而且有
运费险，买家没有任何损失就可
以退货。但对于卖家来说，退回
来的商品要重新处理、包装，加
上快递费，一单的损失可能要卖
10单才能回来。

利用运费险“薅羊毛”
成本极低收益不小

“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利
润趋低的怪圈迫使电商不得不
压低价格，但过低的价格会导致
部分产品质量变差，从而带来高
退货率，如此又将加大电商经营
者的成本，形成恶性循环。”北京
瀛和律师事务所律师陈栋说，此
外运费险的设置为消费者提供
了便利，也是增加退货率的原因
之一。

某女装品牌创始人方建华
近日发文呼吁关注“强制运费
险”。他认为，在电商平台退货率
普遍高达60%的情况下，开通运
费险变成商家参加大促活动的
强制性要求，给商家带来了巨大

负担。
他粗略算了一笔账：服装行

业一笔退货订单，在没有实际收
益情况下要付出成本约 15元，
等于商家的广告费、包装物料、
快递费投入直接打了水漂。如果
按照销售额1000万元，客单200
元，保守算 40%退货，损失成本
就高达30万元以上。

记者在某社交平台搜索发
现，有不少博主教大家如何“薅
运费险羊毛”的攻略——利用运
费险存在的漏洞，通过下单再退
货，赚取退货快递费与运费险赔
偿的差价。

例如，买家从直播间购物
后，再找便宜的快递退货，如用
5元的价格退货，却能收到运费
险10元的补贴，从而获得5元的

差价。数量越多，赚得越多。
遇到这种买家，商家往往没

辙。业内人士介绍，有人专门租
仓库做起“薅运费险羊毛”的生
意。这个生意规模化操作，“利润
非常可观”。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还有个
别消费者瞄准了商家精心准备
的包装纸箱。他们利用平台的退

货规则，在收到商品后立即选择
退货，理由多为“不想要了”。商
家收到退货后发现，原包装纸箱
不翼而飞，取而代之的是一层薄
薄的泡泡纸。

“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在维
权时往往难以找到有效的法律
依据，只能白白承受退货带来的
经济损失，还要花费大量时间和
精力处理退货事宜。”有商家如

是说。

诚实守信理性消费
维护良好消费环境

今年 7月 1日起施行的《中
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
法实施条例》规定，消费者无理
由退货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
不得利用无理由退货规则损害
经营者和其他消费者的合法权
益。

“上述规定属于新增规定，
其目的是规制长期以来滥用无
理由退货权的交易乱象，明确了
诚实守信原则是无理由退货权
立法的根本原则。”专家说。

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
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音江介
绍，“七天无理由退货”规则是为
了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但法
律也规定，如果消费者退货的商
品已经使用或影响了二次销售，
商家可以拒绝退货。

陈音江说，商家要依法执行
“七天无理由退货”的规定，对于
符合退货条件的，应及时予以退
货退款；对于确实不符合退货条
件的，可以给出合理理由后拒绝
退货，尤其是不能将使用过或出
现明显瑕疵问题的商品再卖给
其他消费者。

陈音江建议，监管部门和消
协组织要加大对有关法律法规
和消费知识的宣传力度，指导商
家诚信守法经营，引导消费者理
性消费、依法维权。

据《法治日报》

钻平台漏洞成“试穿族”“薅运费险羊毛”谋私利

“七天无理由退货”被滥用，谁为不诚信买单

“有远见的妈妈都在暑假给
孩子购买了某某学习礼盒”“孩
子 9月份才上大班，聪明的妈妈
已经开始抢跑了”“暑期让孩子
把它们给读完，孩子会哭着感谢
你”……随着暑假到来，各种让
孩子利用假期“弯道超车”的宣
传数不胜数。一些自媒体、小程
序纷纷用醒目的标题和夸张的
语气，“劝导”家长购买教辅材料
或是培训课程；而一些培训机构
的老师，则偷偷将培训课程与考
试成绩、升学挂钩。

鼓吹“弯道超车”
制造暑期焦虑

暑假来临，原本打算带孩子
外出旅行的王女士却因为一条
手机广告乱了方寸。“孩子考试
成绩不错，本来答应暑假带她去
旅游，放松一下。没想到，这几
天，不停收到各种推送广告，都
是强调暑假有多重要、一定要好
好利用假期规划孩子学习的。”
这些自动推送的广告里，“过来
人”大谈特谈利用暑假让孩子

“弯道超车”的经验，让王女士一
下子乱了阵脚。

记者在王女士提供的微信
小程序广告里看到，有商家为教
辅材料打上了“2024暑假必备”

“28 天轻松领跑新学期”等标
签；有的商家则在广告中宣称，

自己售卖的教辅材料，“3 年级
到 5年级学生家长都在抢”；甚
至有商家自夸，如果说暑假预习
有“卷王”，那自己推荐的这套教
辅书就是“卷王天花板”。

记者了解到，去年，就有一
些商家打着“暑假最可怕”的旗
号贩卖焦虑，带货卖课。今年，

“暑假最可怕”换了套路，变成

“利用暑假弯道超车”的口号。这
类广告语瞄准家长担心孩子暑
假被同龄人落下的心理，制造暑
期焦虑。

分享“学习经验”
实则卖课牟利

还有些自媒体公众号，虽然
看似在分享一些学习经验，但却
是给“带货”打掩护，字里行间悄

然传递着焦虑情绪。
“三年级是学习的一道分水

岭”“小学阶段最重要的是五年
级”“孩子一生最重要的转折点
在初二”……前不久，一则名为

“一生都很关键”的短视频在网
上疯转。视频中，各种“名师”现
身说法，为家长解读孩子学习中
的关键期。细心的网友发现，这

些关键期竟然从0岁至6岁持续
到大三大四，让人哭笑不得。继
续看下去，三十岁、四十岁甚至
五六十岁都很“关键”。

“我这一生如履薄冰……”
评论区中，一位网友的评论获得
了数万点赞。

记者发现，一到暑期，在各
种社交平台上，宣讲各学龄段

“关键期”的自媒体博主更多了，
而且大多风格相似：戴着眼镜、
化着淡妆、服装考究，妥妥的“名

师”派头。有的短视频中，还给博
主打上“金牌讲师”“二十年教学
经验”等标签。

如此制造焦虑图什么？自然
是带货卖课。在一位自称儿子 4
岁就熟练掌握 100 以内加减法
的“海淀妈妈”微信公众号中，仅
有的几篇内容都是在推销数学
启蒙课程。一位自称爱分享的

“爸爸”似乎在英语学习上颇有
心得，可在他的自媒体号上，多
篇都是在为某英语培训机构“引
流”。

“看得多了，我都没忍住，下
单了。”一位妈妈告诉记者，孩子
今年 9月上一年级。不久前，她
无意中刷到一位博主介绍如何
幼小衔接的视频，并认真地从头
到尾看了一遍。后来，相关视频
都被“精准”推送而来。

挂钩考试升学
忽悠家长报班

“暑期焦虑风”除了在网上
蔓延，一些线下教育培训机构的
老师，也悄然将暑期培训与考试
成绩、择校升学等挂钩，人为制
造焦虑。

在北京市西三环附近的一
家培训机构，一位老师卖力地向
一名小学生家长推荐暑期试听
课。得知孩子此前并未在任何培
训机构学习后，这名老师说，孩

子需要好好利用暑假“赶上去”。
“现在的小孩，三四岁就开

始学英语，一年级就开始学奥
数。无论是数学还是英语，提前
学已经很普遍了。”这名老师称，
小学三四年级的时候，90%的孩
子英语就已经能够达到初中一
二年级的水平，有些孩子甚至达
到高中的英语水平。既没有在外
面报过英语班，也没有在课外提
前学过英语的小孩，一个学校也
找不出几个。如果不提前学英
语，等上了初中，成绩最多也就
是中等水平。而学了奥数，不仅
可以参加奥数比赛，还可以参加
一些学校的考试。当问到是什么
样的考试，老师悄悄说，就是所
谓的“点招”。

在一家卡巴少儿编程乐高
机器人店内，一位老师正极力向
一位参加编程社团的孩子推荐
暑期编程集训。老师表示，开学
以后，学校一般会在 10月份左
右，对社团的学员进行选拔。如
果暑假不提前学，开学之后，很
可能因为跟不上而被学校社团

“刷下来”。
伴随着家长们的焦虑，暑假

也渐渐“卷了起来”。记者了解
到，近年来，随着“双减”政策实
施，相关部门持续加大对校外培
训机构的整治和规范力度。教育
部门也曾多次提示家长，谨防暑
假变成“第三个学期”。

据《北京晚报》

千方百计劝导家长买课报班

暑期培训 真能“弯道超车”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