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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家抽检太随意 难怪假货横行
央视曝光，9个电商7个售假 淘宝京东1号店均有假货

□记者 董昊骞

据央视曝光，2014年下半年，
国家工商总局、中国消费者协会
两次对网络交易平台上销售的商
品进行质量检测。抽查的9个电商
平台中7个在卖假冒或质量不合

格商品，问题率约为77 . 8%。淘宝
天猫京东1号店等均有假货。虽然
淘宝和天猫等都会对商家进行不
定期抽查，但由于抽检太随意，很
多商家干了多年都未被检到，因
此存在侥幸心理，仍然明着暗着
卖假货。

专柜证明不具法律效力
网购存在购买假货

的风险，专柜又难验货，
那么，如何才能为网购货
品验明真身?省消协信息
部主任王致远表示，想要
维权，只能通过具有法律
效力的第三方机构出具
的检测报告判定。

王致远说，网络购
物属非现场购物形式，
只是提供销售平台，不
像实体商场，有专门的
质检部门，会定期检查，

“网购平台从源头上就
没有这种定期质检的方
式，虽然天猫、京东等进

入条件严苛，但这是有
水分的。”王致远说，现
在很多代理商其实不允
许该品牌开网店，因为
可能出现挂A家牌子，
其实销售非A家产品的
情况，就更不用说那些
翻新的电子类产品了。

“有的网店打出‘支
持专柜验货’的标牌，但
专柜很难给出具验货证
明，而且即使有了专柜
验货证明，也不具有法
律效力。”王致远说，只
能通过具有法律效力的
第三方出具检测报告。

电商自家抽检太随意 不少商家从未被检

淘宝京东1号店 家家电商有假货

在互联网购物平台上，从服
装、化妆品到化肥、润滑油等，大多
商家都宣称自己销售的品牌是合
格产品，来自官方正规渠道，还接
受专柜验货。但一些商标权利人却
向工商部门反映，这其中有很多是
假货。

监测结果显示，购买的7部手
机产品中,有5部都是非正品，这5
部除1部购买自中关村电子商城
外均购自淘宝网。消协工作人员介
绍，这些非正品手机售价并不便
宜，大都在700到2000元，消费者
实际是用接近正品的价格买了假
冒产品。例如淘宝网一款标价
1780元的“三星”牌手机，经鉴定

竟然是一台翻新机。令人咋舌的
是，它与正规销售渠道的同款手机
差价只有300多元。

网购商品监测结果显示，所有
抽取的92件样品中有38件样品是
非正品，存在假冒伪劣、翻新、产品
含量与宣传不符、无3C认证、非授
权正规渠道销售等问题。

销售非正品的网站涉及京东、
淘宝、天猫、1号店、中关村电子商
城。淘宝网分布样本数量最多，正
品率最低，51件样品中有32件非
正品，正品率仅为37 . 25%。目前，
国家工商总局已对相关违法经营
者和第三方网络交易平台经营者
依法查处。

网购产品难辨真伪 验明正身不容易

26日，记者调查发现，消费者
想要为自己网购的商品验明正身
并不容易，高昂的维权成本使不
少网购者选择退让，而不少正品
专柜却不给验货或验货也不给开
证明。

去年9月，小张在淘宝上买了
一款紫光MP5，但用了不到4个月
就闹起毛病。小张多次通过阿里旺
旺与卖家联系，要求退换货，但已
过了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期限，且
对方并不承认产品有问题。虽然小
张怀疑买到的MP5是翻新货，但

并没有证据，只能自认倒霉。
在不少网络假货案中，还有很

多价格不菲的产品，那消费者要怎
样维权？有的网店打出“支持专柜
验货”的广告。这种做法可行吗？

26日，记者走访贵和、恒隆、
银座泉城广场地下店等多家商场，
包括GUESS、阿玛尼、欧莱雅等诸
多服装、手表和化妆品专柜工作人
员都表示不支持网络验货，仅ZA
的工作人员说可以帮忙和真品比
对，“但真假我们不能出书面证
明。”

在国家工商总局、中消协的
抽检中，销售非正品的网站涉及
京东、淘宝、天猫、1号店、中关村
电子商城。为何号称无假货的京
东、天猫也赫然在列？

在淘宝做食品生意的赵女士
坦言，这与平台抽检机制太随意
不无关联。赵女士开淘宝2年多，
至今还未被抽检过，“一般什么商
品争议较高就会选择这个类目进
行抽检，很多商家干了多年一次
也没被抽检，所以存在侥幸心理，
明里暗里偷卖假货。”

而在天猫销售服装的王先生则
表示，相对来说，天猫很少有敢卖假

货的，因为开店前，要把代理品牌公
司的授权书、第三方质检报告和10
万保证金交给天猫审核。

王先生说，他家卖的产品是
国际品牌，在开天猫店前，会通过
该品牌中国总代理开出一个授权
书。如果有消费者反映，有店铺卖
假货，一经天猫官方核实，天猫店
铺会被扣分和罚保证金，如果情
节严重，则会直接被封店，“10万
元保证金也会被没收。”

不过，王先生表示，“天猫、京
东说得再好，也就是网店，就连大
商场都有卖假货的情况，网店就
更难担保卖的都是正品了。”

网购假货 可这样维权
山东鹊华律师事务

所律师主任胡春雨介
绍，新的《消费者权益保
护法》规定原则上可以
退货，但退货有时间限
制，“要抓住7天可退换
货的机会。”

此外，网购到假货，
可从3个方面维权。

向卖家讨说法。消
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三十
五条规定，在购买、使用
商品时，其合法权益受
到损害的，可向销售者
要求赔偿。因此，买到假
货后，可要求销售者退
货、更换或赔偿。

向生产者讨说法。
产 品 质 量 法 规 定 ，掺
杂、掺假，以假充真，以
次充好，或以不合格冒

充合格的，伪造产地或
冒用他人厂名、厂址、
认证标志的，要责令改
正、停止生产、销售，没
收 违 法 生 产 、销 售 产
品，并处罚款……网购
时，要问清厂家，收到
假货，即可要求厂家赔
偿损失。

向网站讨说法。侵
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
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
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
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
任。知道用户利用其网
络服务侵害他人民事权
益，未采取必要措施的，
与该网络用户承担连带
责任。网购假货后，可要
求网站承担损害赔偿责
任。

相关链接

电商售假为何屡禁不止
首先，最重要的原

因还是利益驱使。对售
卖假货的商家来说，如
果能在自己的网店里
销售掉一批假冒产品，
那么获利将达数万元，
甚至数十万元。

其次，电商平台利
用了消费者的贪婪心
理。尤其是很多消费者
即便买到了假货，却抱
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
心理而主动放弃投诉，
这反而增加了电商平台

卖假货的侥幸心理。有
的电商平台在处理消费
者假货问题上，还百般
推托，这就导致消费者
维权变得十分艰难。

其三，这跟各大电
商平台的监管力度有
着密切联系。很多B2C
电商在平台化之后，随
着入驻商家不断增多，
就开始放松对商家的
管制，而自己却只管收
取商家的费用，任由他
们售卖假货。据《财经》

2014年下半年抽查淘宝网、京东商城、天猫、1号店、
中关村电子商城、聚美优品等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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