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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买 3件衣服，先是漏发两
件，补发后商家又说快递被召
回。一次下单前前后后折腾了近
一个月，广东市民陈娟至今仍只
收到了1件衣服。

陈娟用“糟心”来形容这段
网购经历：“卖家表示可以给我
补发，但没说具体时间。因为物
流时间到了，整单确认收货，我
却连那两件衣服的影子都没见
到。咽不下这口气，我在网购平
台上投诉了商家，但是至今没有
得到认定与赔付。”目前，她仍在
尝试通过更多平台投诉维权。

记者近日调查发现，遇到物
流异常、商家召回包裹等情况的
消费者并非个例。这种情况被统
称为商家虚假发货，即商家在买
家付款后，并未真正发货或发货
的物流信息与实际不符。一些商
家通过虚假发货的方式，让消费
者在未收到商品的情况下提前
确认收货，规避正常交易流程。

快递到站后被拦截
买家迟迟收不到货

广西的耿晓被一个订单搞
得焦头烂额——15天预售期加
7天快递运输过程，网购的 3件
服装依旧不见踪迹。

一个月前，耿晓在某网购平
台购买了 3 件服装，在经过了

“15天预售”之后终于等来了仓
库发货。商品从广东发出，物流
信息显示，包裹“等待揽收”耗时
1 天，而后几经辗转，一共经过
了 6个快递站点，“从广东到广
西，不到 600 公里，路上耗了 7
天”。

7天后，物流显示包裹到达
当地站点，但耿晓依然没有顺利

收到货物。
“快递员告诉我，卖家拦截

了我的包裹。”耿晓感到气愤，她
在购物平台询问店铺客服，客服
称是因为“发错了尺码，所以召
回补发”。

“我觉得很窝火，东西买了
一个多月了一直拿不到，就这么
退款我又不甘心。”耿晓隐约感
觉这是商家的某种“暗箱操作”，
她在社交平台上搜索了相关信
息，也把自己的经历发在平台上
与网友交流，这才知道，自己遭
遇了商家的虚假发货套路。

记者调查发现，不少网购消
费者都曾有类似遭遇。商家通常
会以“发错货召回补发”“快递破
损”“换了单号忘记更新”等说辞
来拖延发货进程。

延迟发货更换地址
商家与快递网点串通

近期，某第三方投诉平台统
计显示收到网购虚假发货类投
诉增多。其中，有消费者反映，自
己在某二手交易平台支付了
9593.89 元购买 6 台空调，但卖
家通过延迟发货、更换发货地址
等手段，使消费者相信系统会自
动延迟确认收货时间，导致订单
被系统自动确认收货。

经核实，涉事卖家采取了
拖延发货时间并迅速召回快递
的虚假发货手段。二手交易平
台识别后，多次向买家推送并
置顶提示“卖家退货率高需谨
慎、订单即将确认收货”等信
息，但消费者未及时申诉，导致
系统自动确认收货后资金受
损。目前的解决方案是，二手交
易平台封禁涉事卖家账号，并

为消费者申请补偿，同时建议
报警处理。

网店商家为何会虚假发货？
专门对此类案件进行过相

关研究的泰和泰（深圳）律师事
务所律师许越程告诉记者，少
数商家由于售前缺乏对订单数
及出货量的合理预判，超额销
售后既不愿损失客源，又碍于
平台制定的发货时效规则，便
玩起虚假发货把戏，为填补库
存争取更多时间。此外，预售刷
单、数据造假和恶意收集买家
信息进行转卖也是虚假发货的
常见原因。

“例如订单按发货标准显
示‘已揽收/揽件’等信息后 24
小时内无任何物流更新记录，
或商家实际发货商品与消费者
所购无关联、空包裹等情形。消
费者可以通过查看物流信息来
判断是否存在虚假发货的情
况。如果物流信息长时间未更
新，或者显示的发货地与商家
所在地不符，那么就需要警惕
了。”许越程说。

有电商从业人员向记者透
露：“有些商家搞促销打折，发现
销量很好就不舍得低价卖出，于

是选择虚假发货。”商家为了吸
引消费者，预售时折扣力度很
大，有时甚至是亏本经营，于是
利用虚假发货，既推高了销量数
据，也不会造成实际损失。

在广东揭阳经营多年童装
网店的黄娟告诉记者，虚假发货
在业内早已不是秘密，“虽然网
购平台会有相关的监管规定，但
是‘下有对策’，商家还是会选择
新的方式来规避”。

采访中，有快递工作人员告
诉记者，虚假发货实则是有的商
家和一些快递网点共同配合的

“骗局”。
“有一些商家会和快递员说

好，快递员会给商家一个单号。”
广东揭阳某快递驿站工作人员
说，部分商家会和快递网点串
通，在“技术”操作下，平台会显
示虚假物流信息，“有时候我们
派件的人查单号，查出来根本没
有物流轨迹，和平台上显示的不
一样，都是虚假的。”

虚假发货涉嫌欺诈
平台不能一赔了之

记者询问相关电商平台，客

服对“卖家虚假发货怎么办”作
出的回答是：如果卖家已经对交
易操作了“发货”，但实际上未进
行发货且双方沟通无法解决，建
议买家及时申请退款。

从采访情况来看，大部分消
费者在遇到虚假发货迟迟收不
到货的情况后，通常会选择直接
申请退款了事。有时，因消费者
未注意，在发现虚假发货情况时
商品可能已经确认收货，消费者
需经历漫长的拉扯维权，最后也
只是要回本属于自己的货款。这
种情况下，消费者白白浪费了时
间，虚假发货商家也没有得到应
有的惩罚。

中国传媒大学产业管理学
院法律系主任郑宁指出，商家
的虚假发货行为，属于典型的
合同违约侵权行为，不仅违反
电商平台规则，影响自身信誉，
也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
择权。如果基于刷单或其他不
正当目的，商家根本没有履约
能力而虚构库存进行大批量虚
假交易，这种情况涉嫌构成欺
诈。

郑宁认为，主流电商平台
已制定相关规则，加大对商家
虚假发货行为的惩罚力度，比
如按照商品实际成交额的一定
比例给予消费者赔付红包等。
但从平台端来看，惩治虚假发
货行为不能一赔了之，需采取
更多有效规约，如采取下架商
品或服务、平台禁入等措施，提
升存在此类失信行为商家的违
规成本；同时应充分回应消费
者维权诉求，畅通维权渠道，形
成消费者反馈与商家信用评价
的关联机制。

据《法治日报》

延迟发货更换地址 与快递网点串通

网店商家虚假发货，套路有多深

暑假是中小学生遭遇电信
诈骗的高峰期。最近一段时间，
多地有不少中小学生大量购买
一种卡牌盲盒，盲盒里的卡牌样
式、花色决定了它在二手市场的
交易价格。正是由于卡牌在孩子
们中间的流行，一些不法分子以
买卖、赠送卡牌为诱饵，精心布
局进行诈骗。近日，湖南湘潭一
名 13岁的女孩为了出售自己的
动漫卡牌掉入了诈骗分子的陷
阱，被骗了8万多元。

为出售卡牌一步
步落入圈套

今年 6月，家住湖南湘潭的
齐女士来到辖区派出所报案称，
自己的女儿小胡在网上出售动
漫卡牌被诈骗了。被骗的齐女士
和女儿一头雾水，不知怎么银行
卡余额就被“一夜清零”。

民警介绍，到了现场以后发
现受害人是一名 13 岁的小女
孩，小胡平时喜欢收集一款印有
动漫角色的卡牌，这类卡牌的零
售价为每包两元至 10元不等，
不同等级的卡牌在二手市场的
交易价格也不同。来报案的前两
天，小胡在短视频平台上发布了
一条视频称要出售自己收藏的
一组卡牌，标价为 140元，很快
就有陌生网友私信了她。对方说

在短视频软件上，交流不是很方
便，能不能转到QQ上去。小胡就
答应了，她加了对方的QQ后，对
方就继续跟她表达交易意图，说
去正规的二手交易平台把交易
继续下去。在所谓“买家”的诱导
下，小胡又将卡片上架到二手交
易软件上，对方此时声称自己已
经下单货品，而二手交易软件却
提示交易不正常。

对方说：“钱我已经打给你
了，但是因为你是未成年人，平
台对你进行了保护，平台把我的
资金冻结了。你这边收不到货

款，我这边也没办法退款、收
货。”然后小胡问要怎样才能让
这个交易正常进行下去，对方给
了小胡一个链接。

一夜之间8万元
被转走

民警介绍，对方在QQ上面
发了假客服的链接，说要提供什
么样的身份信息，才能帮忙解
冻，这样才可以把购买卡片的货
款拿到。但是这个时候小胡其实
已经把她母亲的银行卡信息、身

份证信息，甚至是正脸照都泄露
出去了。

此时，得手一半的嫌疑人步
步紧逼，要求小胡下载一款视频
会议软件，与客服进行人脸认
证。他们引导受害人去下载会议
软件，进行屏幕共享。进入会议
以后，他们就可以进一步获取受
害人父母的信息，并通过屏幕共
享收到的银行验证码短信，进行
下一步的盗刷。

由于小胡一直用母亲齐女
士的手机进行操作，所有的验证
码等信息也都发到了这个手机
上，一晚的时间，齐女士的 8万
多元全部被转走。

经过多方研判，警方最终锁
定了家住海南的嫌疑人叶某和
吴某，年龄分别只有 14岁和 15
岁。两人来到派出所投案自首，
并主动交代了自己的犯罪事实。
目前，齐女士损失的 8万余元已
被部分退回，案件正进一步侦办
中。

以“免费送皮肤”
名义诈骗

暑假期间，一些诈骗分子还
盯上了喜欢玩游戏的未成年人。
他们通过网络游戏社交平台锁
定低龄玩家，以“免费送限量皮
肤”等名义实施诈骗。

8月 2日，湖北孝昌县的中
学生小李在一款热门手游中认
识了一名网友，对方称可以免费
送限定皮肤，但需要添加客服
QQ好友并进行视频共享。小李
一听可以在游戏商城心愿单里
免费获得五个英雄皮肤，便扫了
对方的二维码。

虽然并没有收到游戏皮肤，
但小李看到付款截图，以为对方
真的买了皮肤给他，而实际上，
这些都是用软件伪造的图片。紧
接着对方表示，需要进行一些操
作才能激活游戏皮肤。

他登录游戏后，发现自己
的皮肤并没有到账，对方就以
他的支付信息未实名制为由，
让他绑定自己的银行卡提供转
账。他就进行屏幕共享，让对
方教他在游戏里面绑定他自己
的银行卡。

小李在奶奶的手机上接受
对方屏幕共享请求后，按照对
方要求将奶奶的银行卡绑定在
支付平台上，银行卡号、密码
及短信验证码都遭泄露。对方
使用该银行卡号绑定自己的数
字钱包，将小李奶奶银行卡上
的 7000 元悉数转走。接警后，
民警对小李奶奶的账号进行了
紧急止付，目前，案件正在进
一步侦办中。

据《北京晚报》

高价收购动漫卡牌 游戏皮肤免费赠送

这些骗局专挑放假的孩子下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