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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房产直播间抽中的
“小霸王电烤箱”，必须本人带
着身份证到500公里外的现场
才能领奖。说起今年3月的一
次直播抽奖经历，定居江西的
王娟(化名)哭笑不得。

“看到中奖信息后，我第
一时间询问客服发货时间，但
对方却回复说礼品需要本人
前往该房产营销中心自提，我
提出可以承担运费对方也不
同意。”王娟说，该房产项目营
销中心位于浙江省杭州市临
平区，离自己所在地甚远。

“参加抽奖前也没告诉我
要自提，中奖了却找各种借口
不兑现，真的很气人。”据王娟
回忆，她进入该直播间后只看
到抽奖福袋的参加条件是“直
接点击评论参与抽奖”，福袋
页面除了产品信息外，也没有
其他表示中奖后需到店自提
的标识。直播过程中，主播从
未提醒参与抽奖的用户需要
自提。

如今直播带货的形式已
席卷购物、社交、外卖等各大
平台，为引流和提高直播间活
跃度，一些直播间会设置抽奖
环节。然而，《法治日报》记者
近日调查发现，直播兑奖套路
深。不少直播间开奖时“豪气
干云”，兑奖时却“抠抠搜搜”，
主播和客服前后态度不一。
有受访者吐槽道，本来以为中
奖是最难的，没想到兑奖才是
难上加难。此外，收到奖品货
不对板也是直播抽奖的“槽
点”之一，许多二手货、残次品
被商家作为福袋发给用户。
在盲盒直播间，甚至有商家暗
箱操作。

从各种理由推脱不兑奖，
到中奖了才被告知奖品要“随
单”发，再到收到奖品发现与
宣传的相差甚远……为何直
播抽奖乱象频发？平台有哪
些监管措施？消费者该如何
维权？记者展开了采访。

今年 1 月 31 日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的
《2023 年全国消协组织受理投诉情况分析》显
示，直播抽奖活动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
题：一是中奖后不兑现。消费者中奖后，经营者
以各种理由不兑现或故意拖延长时间不发货；
二是中奖概率不明。经营者在直播间醒目位置
宣传中奖概率100%，但实际中奖概率极低或奖
品多为虚拟商品；三是虚标奖品价格问题。经
营者对直播间抽奖奖品标注价格远高于相同商
品实际价格。

一名在直播行业工作的人士说，近些年，直
播商家常常采用“抽奖”方式来进行营销和推
广，吸引观众入场购物。目前短视频平台比较
规范的抽奖方式包括“抢福袋”“闪购低价秒杀”
和“发送弹幕截屏”三种方式。

以“抢福袋”为例，某直播机构负责人李力
(化名)告诉记者，“福袋”也称“留人福袋”，点击

“福袋”就等于关注了直播间并加入粉丝团。直
播间一旦开播，会第一时间通知到所有粉丝，对
于商家而言，直播间观众停留时间长了，意味着
有更多的下单可能，所以抽取“福袋”便成了常
见的揽客套路。

“相较于前两种依托于官方平台展开的抽
奖方式，截图抽奖全程由直播间团队操作，规则
制定、截图时间、兑现奖品的主导权都掌握在商
家手中，所以也很难做到可视化、透明化，公平
度大打折扣。”李力说，不少商家借此动起了“歪
脑筋”，通过玩文字游戏，暗箱操作，蒙蔽消费
者，骗取一时的直播热度。

遇到兑奖难，应如何维权？ 北京市京都律

师事务所律师常莎建议，消费者可以向平台申
诉。若平台无回复或未实际解决问题，可以向
管理部门、消费者协会或第三方网络消费纠纷
调解平台投诉，通过第三方介入解决纠纷，也可
以向法院提起诉讼，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但需注
意提前保留相关证据。

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学研究会副
秘书长陈音江建议，直播平台应当加强对直播
抽奖主体的资质审核，确保其具备合法经营资
质和履行宣传内容的能力。直播抽奖经营者应
当清晰准确公示抽奖奖品名称、数量、中奖率、
真实价值等，杜绝虚构奖项、奖品、奖金金额等
违法行为。消费者在参与直播抽奖活动时，要
保持理性，不盲目充值、打赏。

来源：法治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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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来自湖南的刘雨(化名)已陆陆续续在各种
平台中过饰品、服饰、彩妆等奖品，为此她还总结出了一
套“中福袋技巧”。不过，随着在某短视频平台中奖次数
的逐渐增多，刘雨的账号被“莫名其妙”地冻结，于是她开
始转向另一社交平台，但近期却接连遭遇中奖后拒不兑
现的情况：

2月26日，刘雨在某珠宝首饰直播间抽中一只玛瑙
手镯，对方却说要先付19.9元押金，到货后再原路返回，

“哪有先要钱再退的道理，像骗子，没有同意”；
2月29日，她在某女装直播间抽中毛毡包，下播后要

求兑换奖品，客服却一直不回消息；
3月7日，她在某首饰直播间抽中了一条手链，当她

询问客服何时发货时，对方却说需要先购物才可以兑奖。
“口口声声说免费抽奖，转头就要求下单，这不是骗

人嘛。”刘雨把相关经历发到社交平台后，评论区里有不
少网友附和，表示也遇到过直播间抽福袋时没说“随单”，
中奖了问客服却说要“随单”的情况。

在某第三方投诉平台以“直播抽奖”为关键字搜索，
发现有超过4000余条相关投诉。记者梳理发现，在“兑
奖难”这一问题上，网友们被拒绝的理由五花八门：没有
加入店铺会员或粉丝团、没有在直播间下单、没有在开奖
前付款、中奖口令不正确、查不到中奖记录……

来自广东的曹杰(化名)偶然间点进了一个声称抽奖
送手机的直播间，“刚一点进去，主播就说让大家留言自
己想要的手机颜色和内存”。

抱着试试的心态，曹杰在评论区输入了自己想要的
手机型号和颜色，“没想到主播真的念出了我的名字，说
我中奖了，让加入粉丝群后领取奖品”。

曹杰花了一个钻石(大约 0.1 元)进入该主播的粉丝
群。下播后，主播在群里发送了一张名为“iPhone手机商
家助手”的二维码并艾特全体成员，称扫码后下载“××
极速版”，找小助手填写收货信息，填写提交后1天到2天
安排发出。曹杰根据提示下载该软件后，却突然看到一
个绑定信息一闪而过，随后手机就陷入了重启循环中。

“码扫了，奖品没拿到，手机还中毒了。”曹杰说，之
后，他联系该主播，对方再无任何回应，在该短视频平台
举报、找人工客服投诉也没用，“现在就是后悔，以后再也
不相信这种‘天上掉馅饼’的事了”。

客服各种借口拖延

奖品兑现困难重重

奖品兑现难如登天，收到奖品的也并不一定是“幸
运儿”。

3 月 1 日 ，海 南 的 林 女 士 收 到 了 在 一 名 为“ 年
糕××”的直播间抽中的空气炸锅。从领奖到收货倒是
挺顺利，但是打开快递后她却“大失所望”：空气炸锅上
面的风扇是坏的，扇叶的螺丝也掉了。本着不想浪费的
想法，林女士联系了对方客服，对方让她自费退回产品
送修。然而，补发的商品又出现了新的问题：没有空气
炸锅外层的覆膜，顶盖螺丝缺失，有明显的使用痕迹。

林女士带着最后的耐心，和客服反映了商品质量问
题，对方承诺再次补发。直到第三次，林女士终于收到
了看似能够正常使用的空气炸锅，但这次却没有保修卡
和说明书，她有些害怕，“万一是三无电器，使用过程中
着火问题就大了”。实在不敢用的林女士，向对方提出
能否“折现”，但被对方拒绝。就这样来回折腾了3次，现
在这个空气炸锅用也不是，不用也不是。“退来退去实在
累得慌，有这功夫我都能买一个空气炸锅了。”

今年2月，重庆的王女士参加了某游戏创业公司直
播间的“大年初五迎财神”抽奖活动，号称奖品是重量达
50克的沙金金条。从中奖到收货都很顺利，但她打开快
递才发现，收到的奖品是仿真道具金条。

“沙金是含有黄金的，虽然含量很低，但和道具黄金
还是天差地别。商家这是用不实信息引流吸粉。”王女
士评价说。

奖品实物质量堪忧

和直播间承诺不符

记者调查发现，有的直播间打出了“盲盒许愿”
的旗号，以开盲盒的方式吸引观众参与抽奖。

记者在社交平台上检索“盲盒许愿”等关键词
发现，不少网友被这种盲盒许愿抽奖形式所吸引。
一网友发帖称，为了得到某盲盒直播间的许愿盲盒
礼物（一个大的毛绒玩具），她已经参加了七八场盲
盒许愿，但从未猜中过款式。除了猜款式之外，还
有的许愿链接下单后是猜盒内商品颜色，网友可以
花钱拍下商品链接并许愿两个颜色，任意一个颜色
猜对就可以再拆一盒，一直成功就可以一直拆。

曾经就职于浙江杭州某盲盒直播公司的员工
刘夏(化名)告诉记者：“这种‘盲盒许愿’抽奖基本都
有内幕。”据她介绍，商家在装盒时会随机挑选几个
编号位置贴上提前打好的假单。直播中，商家会根
据号位将欧气单(好运单)全部“安排”给假单。

刘夏说，对下单的顾客，直播间可以随意控制
盲盒款式、颜色。“拿盲盒的时候不会让直播间的人
看到是从哪里拿上来的，主播看似拆的是新盒，实
际上是场控提前确认了内容物后才递上去的。”此
外，此类盲盒抽奖的直播间还会有专门的“鱼”来烘
托气氛、诱导下单。所谓的“鱼”是指在直播间中假
装自己是“欧皇”(网络流行词，指运气特别好的一
类人)，营造中奖假象，“或者故意在评论区刷评论，
以此来刺激消费”。

盲盒抽奖暗箱操作

营造假象刺激消费

奖品兑奖难如登天 伪劣假冒暗箱操作

直播抽中金条到手是道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