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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谭女士下单了某平台商家的
200个垃圾袋。收到货品之后，谭女士闲
来无事清点数量，意外发现收到的垃圾袋
总共只有150多个，与商家的销售页面相
比，少了近1/4，“本来觉得网购价格挺划
算，清点后感觉自己被骗了。”

谭女士的遭遇并不是个例。网友李
先生收到在网购平台买的一次性手套后，
发现实际数量比商品标注的少了一半。
向商家反映后，商家二话不说直接退款。

“卖家心里有数就是没给够，没有问我要
任何拆箱视频就直接退钱了，这是明知故
犯。”

发现问题后，记者在某电商平台购买
5 包共 500 支棉签。收到货后清点发现，
尽管标有100支/包字样，实际每包里只有
约 75 支棉签。此外，到手棉签产品较为
简陋，其包装上也没有任何厂家、生产日
期、产地等信息。

相比直接在数量上“缺斤少两”，一些
商家的做法则更为隐蔽。“以为买的是260

‘抽’纸，仔细看包装上写的是260‘张’。”
张女士以9.9元的价格在某平台上购买12
包抽纸，发现尺寸明显比在线下超市购买
的小一圈。令她无奈的是，商家不但理直
气壮地说没少，还反过来指责她没看清商
品介绍。“作为普通消费者，我们哪会分得
清‘抽’和‘张’的区别，只能认栽。”

记者发现，类似的“文字游戏”还有以
“使用次数”替代“张数”、以“重量”替代
“数量”等。

有消费者反映，一些购买页面写着
“可擦 333 次”的厨房纸实则 25 张，写着
“买500送500”的垃圾袋却被商家否认称
并未说明是“500个垃圾袋”。而在这些商
品的介绍页面中，真实的数量信息往往不
会说明，只是在隐蔽处被一句含糊的“数
量可能存在偏差”指代。

500根棉签到手只有380根……

网购商品“缺斤少两”只能认栽？

你数过网购来的抽纸和垃圾袋吗？

500根棉签到手只有380根，260张抽纸其
实只有 62 抽……近来，不少消费者在网上购
买日用品遇到类似的问题：一些商家仗着商品
数量多、价格低、难以清点，企图“瞒天过海”，
偷偷减量。

如果遇到类似的情况，消费者应如何正确维权？
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5条规定，经营者提供商
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
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
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3倍；增加赔偿的
金额不足500元的，为500元。

“商家如果‘缺斤少两’严重，也符合法律中对欺诈
的认定。”陈琳介绍，消费者遇到此类问题，第一步要保
留证据，包括对商家（尤其是商家在平台的经营主体，
可以保存营业执照）、商品信息的截图、开箱的视频；第
二步要联系商家，对“缺斤少两”的情况进行交涉，包括
按照法律规定主张赔偿；第三步，消费者可以向消费者
协会或者向电商平台投诉，甚至向法院提起诉讼。

推动商家明码标价、诚信经营，平台需要采取更
严格的监管举措。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

教授石超明说，平台应建立严格的商家入驻审核机
制，对频繁出现商品重量、数量不符等问题的商家，限
制其入驻或者采取惩罚措施，同时应定期对平台上销
售的商品进行抽检。

当前已有一些电商平台意识到这类问题。记者
注意到，国内一家电商运营团队发布了《“虚假宣传：
大小/重量/数量虚假”实施细则》，其中称将根据虚假
宣传情节严重程度，对其进行警告、下架违规商品、冻
结佣金账户、关闭商品分享权限、扣除违约金等处置。

几块钱的小商品“缺斤少两”看似事小，却可能让
一个平台和商家失去消费者的信任。“市场监管部门
也要加大监督检查力度，明确电商平台销售商品的计
量、包装等规范。”石超明认为，对有相关不法行为的
商家，应明确相应的行政处罚措施，提高违法成本，起
到警示作用。

守住“足数足量”的市场底线

“很多日用小商品本身售价只有几块钱，加上数
量成百上千，少个百分之二三十，绝大部分消费者不
会察觉，也不会较真，无形中给了不法商家可乘之
机。”一名电商从业者透露，即使有个别消费者逐个清
点，只要没有确凿证据，商家也可以不认账，或者以

“在正常误差范围内”的理由，用补差价的方式协商解
决。“最差的情况不过是全额退款，和庞大的销量相
比，对于商家来说不算什么损失。”

这些偷偷“做手脚”的商品往往价格相对低廉，消
费者自以为买到优惠产品，实则掉入消费陷阱。受访
专家表示，此类行为可能违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广
告法等。相关法律明确规定，消费者在购买商品或接
受服务时，有权获得质量保障、价格合理、计量正确等
公平交易条件。根据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的《定量包装
商品计量监督管理办法》，商品的生产者、销售者应当
在其商品包装的显著位置正确、清晰地标注定量包装

商品的净含量，计数定量包装商品短缺个数不能超过
标注数量的1%。

“从实际情况看，消费者维权存在困难。”北京市
中伦文德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陈琳说，除非消费者在拆
包装开始就全程录音录像，要不然网购商家可以以

“没办法举证商品状态和收货时一致”的理由，仅仅作
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目前，由于对商家缺少有力的
惩处，部分商家“缺斤少两”现象越来越严重。

有业内人士指出，不少电商平台以销量、低价等
顺序对商品进行排序展示，进一步迫使商家不顾数
量“卷价格”“冲销量”。“如果产品销量上不去，就没
有展示位，意味着消费者根本看不到。”上述业内人
士称，“尤其是在商品差异较小的日用品赛道，竞争
越来越激烈。电商渠道的价格已经被压得很低，一
些在供应链上没有优势的中小商家只能动起‘歪脑
筋’。”

为何要在几张抽纸上“动歪脑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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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网售商品虽然比实体店同款商品售价要
便宜，但一些网售商品到手后严重“缩水”，货不对
板。消费者本以为自己捡到了便宜，其实不过中
了电商的“圈套”。

网售商品“缺斤少两”，已经涉嫌虚假宣传与
消费欺诈。根据电子商务法规定，对于入驻商家
的消费欺诈行为，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应及时断
开相关链接、并责令其改进，并不得删除消费者对
平台内销售的商品或者提供的服务进行的评价。
这就需要电商平台能够担起相应责任，严格把关，
如果电商平台我行我素，不尽职尽责，他们也将承
担相关责任。

监管部门要能加强监管，要督促电商平台履
职，对于违法违规销售商品的商家及纵容这些商
家的电商平台，要予以相应处罚，增加他们的违法
成本。同时，电商平台还要健全投诉举报机制，畅
通消费者的维权渠道，帮助消费者维权。消费者
也要增强维权意识、防范意识，不能认为事小，就
选择忍气吞声，要对网售商品“缩水”等侵权行为
零容忍。

网售商品“缩水”就是消费者权益“缩水”。对
此，平台等相关责任不能“放水”。网售商品不能
成了货不对板、虚假宣传的“高发区”，要用好“责
任秤”遏制网购“缺斤少两”乱象。 来源：新华网

用好“责任秤”，避免网购“缺斤少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