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钻戒“失宠”
本报记者 李婉秋 摄影报道

家住沧州市区的小张和未
婚夫原本计划结婚时购买钻戒，
然而经过一番考虑后，他们改变
了主意。相比钻石高昂的价格，
黄金首饰的性价比更高。最终，
他们选择购买黄金戒指。

黄金首饰更保值

市民小张一直对闪耀的钻
石戒指充满向往，在她看来钻
戒象征永恒的爱情。随着婚期
临近，她满心欢喜与未婚夫来
到市区一家商场选购结婚钻
戒。

在一家珠宝店里，一枚镶嵌
30分钻石的璀璨戒指瞬间吸引
了小张。她试戴后一看价格，这
枚钻戒竟然要一万多元。小张觉
得有些贵，便和未婚夫到其他店
铺挑选。然而试戴了一枚又一枚
心仪的钻戒后，昂贵的价格让小
张和未婚夫犯了难。

“30 分钻石的品牌钻戒都
要上万元，有这些钱买两三个黄
金戒指都绰绰有余了。”小张的
未婚夫看着钻戒的标价不禁感
慨。小张咨询得知，如今钻戒不
仅保值性不高，有的店铺还不回
收，性价比较低。

一番考虑后，小张和未婚夫
决定放弃购买钻戒，转而选择性
价比高且保值的黄金戒指。“买
黄金更有‘安全感’。”小张说。

“钻石恒久远”失灵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像小
张和未婚夫这样的情况并不少
见。市民小王想在女友生日时买
枚钻戒求婚。可一番挑选下来，
发现钻戒价格不仅高得离谱，而
且以后想换个款式或者变现都
不划算。最后，他改为购买黄金
戒指。

不少年轻人在购买珠宝饰
品的时候更为谨慎和小心，“保
值”成为他们饰品消费的重要考
量之一。曾经钻戒被视为爱情的
象征，在铺天盖地的营销和社会
观念影响下，很多人将其当作结
婚必备品。“谁结婚不买钻戒啊？
那可是爱情的见证啊。”怀着这
样的想法，无数新人在筹备婚礼
时，毫不犹豫地将钻戒纳入购物
清单。但婚后，后悔的情绪在不
少人心中蔓延。

“我结婚时，花了一万多元
买了一枚工艺精湛的钻戒，结果
就结婚那段时间戴了一阵子，之
后基本没戴过，现在想想觉得很
后悔。黄金一直在涨价，还不如
当初买同等价位的黄金。”结婚
5年的市民彭女士说。

年轻人更重实用性

为什么不少人买钻石后又

开始后悔？记者采访中了解到，
一些市民买钻戒大多数是跟
风，觉得结婚没有钻戒就不完
整，但买了钻戒后发现，它日常
佩戴并不方便，且钻石不保值，
太浪费钱。

“近几年，买钻石的人不像
以前那么多了，只有准备结婚
的年轻人或者庆祝结婚周年
的夫妻才会来买钻石。平时，
询问钻石的人很少，现在我们
店里部分钻戒打 6 折优惠活
动，希望吸引更多市民购买。”
市区清池大道一位店员告诉
记者。

记者在短视频平台搜索发
现，不少网友“晒”出自己高价
购买的钻戒在回收时出现了
价格“大跳水”。一年前，1万多
元买的钻戒现在回收时仅有
3500 元，十几万元买的钻戒回
收只有 3 万多元……有网友留
言 称 ，买 钻 石 简 直 就 是 交 了

“智商税”。
对此，专业人士分析，这一

现象的背后是年轻人消费观念
的转变。随着生活成本的上升，
年轻人开始注重实用性和性价
比。他们更倾向于将资金用于更
实际的需求上。

此外，越来越多的年轻人
通过网络获取信息，他们更加
理性看待广告和市场营销策
略，不再盲目跟风购买昂贵的
商品。

“钻石恒久远，一颗永流传”，这句经典广告语曾深入人心，然而当下
年轻人的观念正发生变化，为爱买单更看中性价比——

“今天收到一个围裙，明天
收到一个勺子，后天收到一罐芝
麻酱……自己没有下单，这些东
西哪来的呢？”近些日子，家中
陆续收到的一些“陌生”快递，让
市民刘丽感到有些摸不着头脑。

查来查去才知道，这些东西
都是家里的老人网购来的。近
日，家住运河区的刘丽说起母亲
使用“先用后付”支付功能从网
上买的一堆东西时，真有些哭笑
不得。

以为不花钱
连下好几单

家里莫名收到一些快递，问
谁谁都说没买过，这些东西怎么
来的呢？无意中，刘丽翻看母亲
的手机，发现母亲手机上有收货
的信息。

刘丽的母亲今年74岁。她使
用的是一部智能手机，平时用来
和外地的亲友视频聊天。有时晚
辈们会给她发个红包，她的手机
账户里有些钱但也没怎么用。最
近一段时间，老人迷上刷直播。

“我们在老人手机上查了半
天，才找到答案。”刘丽说。在某
购物平台显示，这些订单的确是

通过老人的账户下单的，而且都
是“先用后付”支付的订单。据老
人说，她在刷直播时突然就弹出
了一个抽奖，她一点，很快就出
来她中奖的信息，并显示“0 元
购”，她以为这些东西不花钱就
点了。她自己觉得也就点了几
下，哪知道会买了这么多。

刘丽再一查，哪里是“0 元
购”，而是老人使用了“先用后
付”。只要超过 7天，系统自动认
为用户已经确认收货，会自动扣
款。“至于怎么使用的这个功能，

老人根本说不清。”刘丽无奈地
说。他们判断，很可能是老人无
意中开通了这一功能。再一看，
老人的手机支付功能里显示，有
一部分商品已经被扣款。

刘丽赶紧把还没有过退货
期的商品退掉，退不了的也只能
自己用了。

不是不花钱
只是后付钱

就“先用后付”功能对老年

人和孩子不太友好这一点，社交
平台上的吐槽也有不少。

一位网友说，“先用后付”
功能因为没有扣款记录，自己
妈妈误以为不花钱，点了好几
个订单，后来竟然一次收到 10
条围裙。“不是不花钱，只是晚
付钱。”当和母亲解释这一功能
时，老人生气地说：“花钱谁买
这些。”

“下单时不用输入任何密
码，也不需要指纹、面容验证，收
到货时我才反应过来是 4岁的
女儿玩手机时误触下单的。”一
位网友提起这段经历时仍有些
难以置信，4岁的女儿竟然通过
手机在网上下单了6件共计400
多元的商品。

记者搜索各大购物和消费
平台发现，淘宝、拼多多、快手、
抖音等应用普遍支持“先用后
付”功能。部分“先用后付”的商
品页面右下角的“发起拼单”功
能，会显示为“0元试用，先用后
付”。这些字眼儿很容易让一些
老年人产生误解，以为是不花钱
购物。按照先用后付的购物流
程，用户在下单时无需立即付
款，下单过程相比普通网购流程
也就少了支付这一环节，老人误

触的概率也会增加。

无需密码误触下单
意外开通难以关闭

这种所谓的“先用后付”“0
元购”的消费模式，是指满足条
件的用户在网络购物时可以先
0元下单，待确认收货后再在规
定时间内付款。很多购物平台上
的消费支付方式首选推送的是

“先用后付”，很多人没看清就直
接点击了付款。

与这种近乎“无障碍”的开
通流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取消
步骤却很麻烦。记者尝试关闭

“先用后付”默认设置，一直难以
发现关闭页面。最终不得不致电
客服，在其指导下进行操作后才
关闭。

对此，河北恭惠律师事务所
律师张志勇认为，上述平台的行
为，无法保证用户在知情的前提
下自主选择，损害了消费者的知
情权、选择权。当消费者的权益
受损时，消费者应妥善保存相应
证据并第一时间通过平台客服
协调解决。如若平台介入无效，
建议消费者及时向有关部门投
诉。

以为是“0元购”，市区一位老人一次性买了10条围裙，之后在儿女的提醒下才
明白系统会自动扣款——

令人无奈的“先用后付”
本报记者 杨玉霞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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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首饰更受年轻人的青睐黄金首饰更受年轻人的青睐

市民李女士翻看手机才知道母亲网购了不少物品市民李女士翻看手机才知道母亲网购了不少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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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整座城市见证永久的爱和幸福
结婚、订婚、添丁、生日、升学、乔迁、贺寿、金婚、银婚、家庭聚会等一切喜事，均可刊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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