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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诉：商家发宣传单求好评能返现

九龙坡区消费者覃某告诉记者，前几天一个中午，他因
工作忙，没有吃午餐，就在美团搜索美食，当他搜索到某旭餐
饮店的泡椒鸡杂时，看到图片很诱人，再仔细查看商铺的好
评，有多名消费者给予了五星好评。于是，他也点了一份“泡
椒鸡杂豪享版（含米饭）+火腿肠+开胃菜”，花费24.3元。

泡椒鸡杂送到后，覃某发现商家在外卖袋内放有一张卡
片，卡片内容是对泡椒鸡杂进行5星好评，并截图保存，扫码
可得红包。

“我按照卡片的提示，给了商家5星好评，并截图保存。”
他说，随后，他扫描卡片上的二维码，添加了微信名为“若
惜 一生相依”的好友。添加好友后，他将好评截图发给对
方，对方立即给他转了1.68元红包。

覃某告诉记者，他认为这份泡椒鸡杂不值5星评价，于
是，他向九龙坡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举报，并提供了“好评返
现”卡片宣传单。

记者看到，方形卡片红色一面印有“炒老板 泡椒三
绝 微信红包 五星好评+晒图 送现金红包（微信二维码）
请扫描二维码添加好友领取”，背面印有“全五星好评+晒图
2张，扫码可得红包，感谢……微信好友不定期有福利哦”等
字样。

商店：制作1000张“好评返现”宣传卡片

接到举报后，九龙坡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执法人员来到九
龙坡区西彭镇某旭餐饮店。

“我们在店里发现了‘好评返现’卡片315张，卡片的大
小、形状、内容，和覃某提供的卡片一致。”一名执法人员说，
经询问，餐饮店负责人在九龙坡区某广告图文制作工作室下
单定制的“好评返现”卡片，总共制作了1000张，花费90
元。负责人将“好评返现”卡片放置在外卖的包装袋中，以返
现方式诱导消费者对外卖作出好评。

这名执法人员介绍，截至案发时，该店共使用了685张，
有25名消费者在平台进行了五星好评，并通过卡片添加为
好友，一共发放红包42元。

处罚：违反不正当竞争法，罚款

该局执法支队负责人表示，该餐饮店利用“好评返现”方

式诱导消费者对商品进行好评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
消费者评论的真实性和自愿性，从而误导后续消费者对涉案
商品的正确判断，有了购买商品的意愿，其行为构成了不正
当竞争的违法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
法》相关规定，给予该餐饮店罚款4000元的处罚。

今年2月25日，重庆消费者顾某准备购买一台电脑，他
向电商平台某二手电脑专营店的工作人员“客多来小雨”咨
询电脑情况，在咨询过程中，“客多来小雨”向顾某发来“好评
给你返现58”，2月27日，顾某通过该网店购买华硕二手笔记
本电脑一台，价格3058元。“客多来小雨”通过微信将58元转
账给顾某。

顾某拿到电脑后，发现质量没有介绍的那么好，于是，顾
某向“12315”投诉。

记者获悉，经查，该二手电脑专营店通过在线沟通的方
式引导消费者下单情况属实，违反《反不正当竞争法》相关规
定，给予商店5000元罚款。

诱导消费者“好评”属违法行为
网购达人们下单前往往会浏览一下商品过往评价，以求

避坑。然而，那些貌似中肯的好评，或许是商家用红包或优
惠券换来的。

九龙坡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提醒商家和消费者，今年9月
起，《网络反不正当竞争暂行规定》正式施行，明确“好评返
现”“刷单炒信”等行为违法，商家将面临罚款、吊销营业执照
等行政处罚。

重庆领源律师事务所律师李兴见表示，抵制“好评返现”
等不正当竞争行为，需要从多方面入手。比如，需要对不法
商家进行处罚，这也是对于那些真正注重产品质量和用户体
验的良心商家的一种保护。而作为消费者应当明白，如果因
为贪图蝇头小利而成为商家弄虚作假的工具，也有可能成为
另一不法商家的受害者。

他说，从目前的法律条文来说，并没有对消费者可能做
出的虚假评价进行约束，但是维护客观评价体系，其实是关
乎每个人的事情。只有建立起一个公平诚信的商业环境，让
评价回归真实，消费者才不会再为虚假评价买单。

新重庆-重庆晨报记者 郑三波

五星好评+晒图=现金红包？
市场监管局：“好评返现”违法

2023年8月，原告在被告开设的网店下单购买了一串珍
珠项链，支付价款17999.92元。下单前，原告与客服聊天进
行了选货，确认商品是澳白珍珠项链，商品链接及详情页中
也明确介绍该款商品为澳白珍珠项链。然而，收到货后，原
告却发现商品所附的鉴定证书为“国检证书”，上面写的鉴定
结果为“海水珍珠”，珍珠种类未写明“澳白”。

原告当即提交退货申请，申请理由为“商品成分描述不
符”。被告同意了退货申请，但原告并未退货，而是将项链送
检了。专业机构鉴定结果显示，该珍珠并非“澳白”，而是

“Akoya”（珍珠的一种）。
原告认为，被告利用专业知识以假乱真，存在欺诈故意，

将被告起诉至北京互联网法院，请求法院判令被告退一赔
三，并赔偿鉴定费用、邮寄费用。

北京互联网法院副院长赵瑞罡表示，被告在收到原告要
求淘宝官方客服披露店铺信息的内容之后，向原告解释称在
包装过程中出现了差错，发错货了。

然而，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行为不属于发错货的合同履
行瑕疵。被告辩称的“发错货”，不仅涉案商品本身“发错”，同
时附带内容不明确的证书、漏发真科研证书。而且被告在已
知履行不符合约定的情况下，仍不及时核验并采取补救措施。

最终，法院判决原告向被告退还涉案商品，被告向原告
退还货款17999.92元，3倍赔偿53999.76元，同时赔偿原告
合理开支363.67元。一审判决作出后，被告不服提起上诉，
二审法院维持原判。目前，该案判决已生效。

“双11”遇到这些情形可维权
在网购中遇到各类纠纷该如何处理，记者也采访了北京

互联网法院法官进行详细解读。

预售时付完定金后悔了，定金还能退还吗？

近年来，“定金+尾款”的预售模式成为网购促销的惯常
做法。如果消费者付完定金后悔了，或者错过了付尾款的时
间，定金还能退还吗？

法官提示：如果是由于消费者自己的原因，比如后悔或疏
忽大意忘记支付尾款，这种情况消费者无权要求返还定金。

如果在消费者支付了定金后商家违约，消费者可以要求
商家双倍返还定金。

如果是平台原因，比如系统故障导致消费者在规定时间
内无法支付尾款，这种情况下消费者可以和商家及平台反映
情况进行协商，也可以要求返还定金。

商家“先涨价再降价”是否涉嫌欺诈？

不少消费者还发现，有些商品提前涨价后，在促销活动
当天又降至原价。

法官提示：在商品交易过程中，价格本就有一定合理的
波动范围，因此先涨价后降价的行为要具体区分。

如果商家为了营造降价销售的假象，故意去编造商品的
原价折扣等信息，诱导消费者购买，就可能涉嫌价格欺诈。

如果只是在市场交易范围内进行合理的价格波动，商家
没有欺诈的故意，这种情况一般不构成价格欺诈。如构成欺
诈，消费者可按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五条的规定，向
商家主张退一赔三。

此外，根据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规范促销行为暂行
规定》，商家在进行促销时应明确标示出商品的原价。

原价以本次促销活动前七日内最低成交价，或者是以本
次促销活动前最后一次交易价格为基准。商家还要明确标示
出相应的折扣降价等信息，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

7天无理由退换货，要注意哪些特殊情形？

7天无理由退换货是很多网购消费者都了解的权利。但
是，在使用7天无理由退换货时，也需要注意一些特殊的情形。

法官提示：定制的商品、鲜活易腐的商品、有时限的商
品，比如期刊、杂志，以及交付之后就可以使用的电子数据类
的商品，不适用7天无理由退换货。商品性质特殊且经消费
者单独确认之后，也可以排除7天无理由退换货。

如果商品存在质量问题，退换货不受7天时间限制，要根
据商品具体的国家法律规定的三包期限，或者商家与消费者
之间约定的质保期限。 据央视新闻

网购珍珠项链货不对板
法院认定商家构成欺诈

为了获得五星好
评，有的商家绞尽脑
汁，甚至通过转账返还
现金的模式，指定消费

者对其商品或服务作出好评，俗
称“好评返现”。但是这样的行
为已诱导消费者，属违法行为。

今年“双11”狂欢季如期而
至，九龙坡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近
日查获一起“好评返现”的违法
行为，并提醒消费者避坑，警示
商家要诚信经营。

眼下，“双 11”购
物节正在火热进行
中。各大电商平台为
吸引消费者下单，推出

优惠券、满减、预售付定金等各类
促销手段。有些人经历一番烧脑
凑单操作后，买到了称心如意的
商品。但也有不少人踩了坑，遭
遇了网购纠纷。如果网购收到的
商品和下单购买的商品不一致，
该怎么办？近日，北京互联网法
院审结了一起网购纠纷案件。

律师说法

法官提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