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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天津3月18日电(记者王宁)
在当今互联网时代，网购已成为人们重

要的生活方式。然而，随之而来的网络

消费陷阱、纠纷也不时发生。记者近日

采访发现，虚假发货、单货不一致、货不

对板等问题频发，且具有隐蔽性，一些商

家浑水摸鱼，违法套利，严重侵害了消费

者权益。

“虚假发货”“买A发B”因何发生？

不久前，天津市民刘梅（化名）在某

电商平台下单购买一个浴室置物架，结

果收到了一块洗碗布，正在纳闷时，打开

手机电商平台App发现，所购买商品显

示已签收。于是，她向商家询问，商家回

复说洗碗布是赠品，真正商品有另一个

快递单号，可凭号去快递驿站取。

刘梅根据商家提示拿到了一包快

递，包裹上的信息显示，收货地址是自家

的，但姓名和手机号不符，她将信将疑拆

开了快递，发现商品的品牌与自己下单

购买的并不一致。经查询，二者价格相

差两倍以上，刘梅感觉被“坑”了，于是向

电商平台客服投诉。

刘梅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她已不是

第一次遇到这样的问题，之前还有一次

快递单号不对，但收到的商品没错，她就

没在意，但这次商品的品牌、价格都不

符，难以接受。

“第二天，我没有收到平台客服的回

复，却接到了商家的电话，希望私下赔

偿，让我撤销投诉。我不同意，继续找了

客服。”刘梅说，经过连续几天反复沟通，

她最终同意由商家和电商平台分别给予

一定补偿，合计100多元，仍不及订单价

格。至此，这一纠纷告一段落。

记者在“黑猫投诉”平台上看到，关

键词中包含“虚假发货”的投诉达23.4万

条，涉及多个电商平台，“显示已签收却

没收到货”“物流信息不对”“货不对板”

等问题频发。在社交媒体上，关于网购

“虚假发货”的讨论也是热点话题之一。

从事电商行业多年的李磊（化名）告

诉记者，快递发“AB单”现象目前主要来

自无货源商家，即一个是购物平台上填

报的物流信息（快递号A），另一个是实际

发货的单号（快递号B）。

“例如在某电商平台上，商家为了增

加曝光率，往往会加上专属物流的标志，

而无货源商家会从该平台发一个空单或

赠品单，再从其他平台下单实际商品，目

的是为了赚差价。”李磊说。

明令禁止为何屡禁不止？

记者梳理发现，目前各大电商平台

均已明令禁止“无货源店铺”，并发布相

关治理公告，一些电商平台曾公布过打

击虚假发货的案件，一些不法商家已付

出了相应代价。但类似的投诉案件为何

仍然频繁发生？记者调研发现，其背后

有多重原因。

——不法商家牟利。多位业内人士

表示，虚假发货起初用于平台商家刷单，

目的是增加流量和关注度。“我们刚开始

是在专门网站买物流单号，三毛钱一个，

后来监管严了，公司几个员工之间互相刷

单涨流量，许多商家对于这一套路十分熟

悉。”李磊说，如今，无货源商家为了同时

获得流量和利润，面对真实客户，也采用

虚假发货方式赚差价，盈利空间可观。

——消费者“小惠即安”。许多消费

者坦言，网购就是图个便利，“多一事不

如少一事”，如果商品没问题，也就不吱

声了，再加上商家给了赠品，便不再追究

物流环节的瑕疵。对于个别较真的消费

者，商家会主动提出“仅退款”或现金赔

偿，消费者时间和精力有限，若商品价格

不太高，通常不会过多纠缠和追责。对

于商家而言，面对大量的消费群体，总体

算来也不吃亏。

——电商平台“和稀泥”。刘梅说，

此次纠纷中，平台客服专员的态度模棱

两可，倾向于让商家和消费者自行解

决。天津财经大学组织创新与治理研究

中心主任彭正银认为，对于虚假发货等

侵犯消费者权益的行为，商家负直接责

任，平台也有失察之责。彭正银说，近几

年，平台对商家的资质审核比较严，但对

于物流信息、货品品质等问题缺乏有效

监管手段和管理标准。

清朗网络消费生态如何打造？

当前，平台经济、直播电商作为中国

经济发展的新业态、新模式，发展迅猛，

活力十足。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

示，2024年，全国网上零售额155225亿

元，比上年增长7.2%。其中，实物商品网

上零售额130816亿元，增长6.5%，占社

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为26.8%。

在此背景下，如何推动电商平台规

范有序发展，打造清朗网络消费生态？

解决假冒伪劣、虚假宣传等顽疾是当务

之急。

商家树立诚信经营的理念是保障消

费者权益的基础。天津辰一律师事务所

律师常扬表示，买卖双方通过信息网络

方式订立买卖合同，须承担合同约定的

责任。

消费者的维权意识还需提升。根据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一旦商家的行为构

成欺诈，消费者有权获得三倍购物价款

的赔偿，赔偿额若低于500元，则按500

元计算。“事实上，这一赔偿标准往往难

以落实，消费者需进一步提升维权意识，

保存好订单信息和沟通记录等证据。”万

商天勤律师事务所律师邢国华说。

专家认为，电商平台的治理能力亟

待提升。彭正银说，网络平台作为数字

经济的核心载体，已成为引领经济高质

量发展的重要力量，建议构建平台数字

治理准则，通过亮黄牌、累计记分处罚制

等方式，让监管落到实处。

南开大学中国公司治理研究院院长

李维安表示，电商平台作为连接消费者

与商家的桥梁，应确立“向善”的平台

治理导向，建议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

等技术，实时监测交易参与者的行为和

物流信息。同时，政府监管部门与电商

平台建立信息共享机制，及时将涉嫌违

法的商家信息通报给相关部门，形成监

管合力。

新华社北京3月18日电（记者赵文
君） 记者18日从市场监管总局获悉，

《公平竞争审查条例实施办法》于近日发

布，将于今年4月20日起正式施行。

据介绍，《公平竞争审查条例》自去

年8月起施行，明确要求起草涉及经营

者经济活动的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

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具体政策

措施，必须开展公平竞争审查。此次出

台实施办法，旨在细化条例的相关规定

举措。

实施办法共48条，在条例框架下，

细化完善了公平竞争审查总体要求、部

门职责、审查标准、审查机制、审查程

序以及监督保障措施等。

在细化审查标准方面，实施办法将条

例规定的限制或者变相限制市场准入和

退出、限制商品要素自由流动、影响生产

经营成本、影响生产经营行为等四个方面

的审查标准细化为66项具体情形，便于

各级市场监管部门和政策措施起草单位

准确理解、规范适用；明确例外规定中“没

有对公平竞争影响更小的替代方案”“合

理实施期限”等概念的含义，防止例外规

定被滥用，损害市场竞争。

在健全审查机制方面，实施办法对

起草单位开展公平竞争审查的程序和内

容提出具体要求，明确听取利害关系人

意见的方式和范围等；细化由市场监管

部门会同起草单位开展公平竞争审查的

政策措施范围和工作程序。

市场监管总局表示，将积极部署开

展公平竞争审查能力提升行动，严格开

展政策措施公平竞争审查，从源头上制

止妨碍全国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

规定和做法。

市场监管总局发布
《公平竞争审查条例实施办法》

网购“虚假发货”缘何屡屡发生？

睡眠健康参考推荐
成年人晚11点前入睡

新华社北京3月18日电（记者
董瑞丰、李恒）全国爱卫办18日发

布《睡眠健康核心信息及释义》，推

荐成年人晚上10至11点入睡，早晨

6至7点起床，其中老年人可早晨5

至6点起床。

此信息及释义提出，不同年龄

段人群所需睡眠时长不同，且因人

而异。一般来说，学龄前儿童每天

需要10至13小时，中小学生8至10

小时，成年人7至8小时，老年人6

至7小时。

根据此信息及释义，良好睡眠

质量通常表现为：入睡时间在30分

钟以内（6 岁以下儿童在 20 分钟以

内）；夜间醒来的次数不超过3次，且

醒来后能在20分钟内再次入睡；醒

来后感到精神饱满、心情愉悦、精力

充沛、注意力集中。应避免熬夜、睡

前饮酒喝茶，晚餐不宜过饱过晚，睡

前尽量不要刷手机。

杭州余杭塘路一小区快递服务站，工作人员整理将要送给住户的网购包裹（新华社发）

全国人均体育场地
面积“破3”

2024年全国体育场地统计调

查数据日前公布。全国共有体育场

地 484.17 万个，体育场地面积

42.3亿平方米，全国人均体育场地

面积3.0平方米，三个数值较2023

年均有增加，我国体育场地设施在

普及和均等化方面取得重要进展。

据统计，在基础大项场地方

面，全国田径场地达20.93万个，

其中设有400米环形跑道的田径场

地3.38万个，其他田径场地17.55

万个。全国共有3.97万个游泳场

地，其中室外游泳池 2.06 万个，

室内游泳馆1.82万个，天然游泳

场940个。

球类运动方面，全国共有场地

303.62 万个，其中足、篮、排

“三大球”场地 150.42 万个，占

49.54%；乒乓球和羽毛球场地

139.54万个，占45.96%；其他球

类运动场地13.66万个，占4.50%。

此外，全国有冰雪运动场地

2678个，其中滑冰场地1764个，

滑雪场地914个。体育健身场地方

面，全国全民健身路径有110.0万

个；健身房15.2万个；健身步道

17.18万个，长度40.76万公里。

（据新华社北京3月18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