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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恩小惠利诱
赠冰粉送饮料换好评

吃川菜，给好评赠冰粉；吃云南菜，
写好评送鲜花饼；吃烤肉，刷好评送石锅
拌饭……不少消费者反映一些商家通过
赠送小吃、饮料、菜品等方式，诱导消费
者给出五星好评，服务员代写好评的现
象也越来越多。

“之前在一家东北饭馆吃铁锅炖，服
务员说晒图给好评，可以送饮料。”北京
市民崔女士告诉记者，当时锅里的菜还
没熟，连锅盖都没打开。服务员称，只要
写下“菜量大”“服务热情”“很满意”等赞
美用语，随便配上一张照片就行。最终，
崔女士在服务员的建议下，拍了一张紧
闭锅盖的铁锅，和好评一起传到了网
上。“好评发出来的时候，铁锅炖根本还
没吃进嘴呢。”崔女士说，送的饮料很快
就端上了桌，“吃人嘴短”，虽然后来发现
菜的味道很一般，也不好意思改评价了。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通过赠饮料、赠
点心换取好评，已经成为不少商家的惯
常操作。

北京青年路附近的一家火锅店现位
居“青年路火锅口味榜”榜首，评分 4.7
分，显示有3166人收藏了该店铺。记者
前往该店用餐时，服务员在点单环节表
示，在网上打卡、收藏，即可获赠一听可
乐、雪碧或一杯酸莓汁。记者用餐期间，
服务员进一步表示，留下30字以上、含4
张配图的好评，可任选一款均价12元左
右的云南特色小吃。记者观察到，几乎
每桌消费者都会被询问是否参与。部分
顾客不知如何措辞，服务员会在旁提示

“拍拍菜品和环境”“夸一下服务和口味”
等。消费者完成好评后，服务员会用自
己的手机对该界面拍照。记者看到，一
位网友就此事提出质疑：“诱导给好评是
合理的吗？”

北京市民赵先生到地坛附近一家饭
店就餐时，也被服务员劝导给好评送饮
料。他稍一犹豫，服务员立刻说，“您不
会写的话，我直接帮您写吧。”随后，服务
员接过赵先生的手机，只用了大约两分
钟就完成了一次图文并茂的好评。

菜还在锅里好评已上网 不同网店晒出一模一样的买家秀

爆款好评该挤挤水分了

无论是网络购物、外出就餐还是住宿、旅行，很多人习惯先
上网看看评价如何。不过，好评如潮的评论区藏着不少猫腻，且
越来越离谱。有的饭馆通过赠送小吃、饮料诱导顾客给出五星
好评，菜还没进嘴好评已给出；有的服装在不同平台售卖，不同
顾客的买家秀却如克隆一般。

用户好评是消费者判断商品质量和商家信
誉的重要指标，好评多往往意味着能够吸引更
多消费者的注意。但也有一些商家为了增加交
易机会，通过制造虚假好评等方式欺骗消费
者。“注水”好评之风盛行是多方因素交织的结
果。一方面，在网络交易平台的操作下，评分越
高的商家越容易得到推荐。部分商家急功近
利，利用平台规则刷好评造势，其他商家被迫卷
入“好评竞赛”，形成恶性竞争。另一方面，消费

者在得知商家的“好评奖励”行为后，难以抵抗
“薅羊毛”的诱惑，进一步助长不良风气。

“好品质”才能留住“老顾客”，追逐“高评
分”并非长远之计。营造良好产品评价生态需
要多方携手努力。对于消费者而言，要合理行
使监督批评权，真实发表用户体验，帮助其他消
费者辨别和决策；对于商家而言，要把真功夫放
在产品质量提升上，敢于接受消费者的建议和
批评，打造可持续发展的商业模式；对于网络交

易平台经营者而言，要构建多元评价体系，增设
回头客好店评审小编、推荐等板块，为消费者提
供更全面的参考。平台要依法打击“好评有奖”
现象，同时积极搭建激励机制，为真实评价的用
户给予适当返利。

假好评刷不出真口碑。唯有高品质才是商
家和电商平台保持竞争力、实现可持续发展的
根本；唯有以质量为核心驱动的良性竞争，才是
优化电商环境的破局之道。 来源：京报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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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方百计作假 梳子“挺保暖”牙刷竟掉色

除了餐饮商家的好评区存在刷好评行为，在一些
网购平台的评论区中，记者发现，不同买家发布的好
评，使用的配图如克隆般一模一样。

网购平台的“季妃旗舰店”和“卡拉尔贝齐旗
舰店”是两家不同的店铺，售卖同款蓝色长裙套
装。令人意外的是，不光卖家秀中的商品图雷同，
就连评论区中的不少买家秀也如同复制粘贴。如，2
月17日，一位顾客在“季妃旗舰店”的评论中贴出
了5张以教室为背景拍摄的精美买家秀；2月21日，
一模一样的买家秀又出现在了“卡拉尔贝齐旗舰店”
的评论中。对比两家店铺的评论区会发现，有多条晒
图完全一致。

在另一网购平台的“亚莉玛女装官方旗舰店”内，
记者在一款假两件上衣的评论区中看到，该商品共计

46条评价中，有两名顾客贴出的买家秀雷同。随后，
记者在“巧莉萌朱弦专卖店”的评论区内，又看到了一
模一样的买家秀。

“买家秀的尽头就是刷好评吗？”一位网友在社交
平台上表达了对这种“一眼假”式好评的不满。

更有甚者，在好评中显示出的评价内容与商品毫
无关联。

在名为“山东网店童装店”的网店内有一款宽齿
梳子，拥有“7000+”评论，但有的买家评论中贴出的是
一套儿童衣裤照片，并称“衣服不错”；还有买家称“挺
保暖”，显然并非针对梳子给出的评价。在另一款

“4000+”评论的挖耳棉棒链接下，有人晒出电风扇图
片；在牙刷链接下还可见到“内裤严重掉色”这样的评
价，令人哭笑不得。

折叠隐藏差评 翻半天看不到真实评价

相比“一眼假”式好评，把差评藏起来的做法更加
隐蔽。在一些购物平台，商品评价以具导向性的标签
形式呈现。例如，好评标签以鲜亮色彩示人，且占据
显眼位置；而差评标签则被设置为不起眼的灰色。此
外，还有利用人为排序等方式来弱化中差评的现象。
消费者如无足够耐心翻看全部评论，很难客观了解商
品的情况。

在一家名为“喜事迎”的网店内，一款3D口罩
显 示 付 款 人 数 达 “2 万 + ”，“ 好 评 ” 区 显 示 有

“1000+”的数字，而“差评”区不显示任何数字。
“颜值高”“值这个价”“质量很好”等评价被排在了
关键词的前几位。这些展示出来的评价信息并非按
照时间排序，记者足足翻看了100多条评价，无一例
外都是好评。

这真的是一款“零差评”商品吗？记者又点击
只看差评选项，这下用户给出的差评信息才终于展
示出来。记者粗略数了数，仅最近半个月内，差评信

息就有36条，多名用户评价商品“质量差”“有味道”
“实物与图片不一样”。除非消费者在购物过程中刻
意查看差评，否则这些信息很难被发现。

在另一家购物平台的“蓝之莲女装旗舰店”内，一
款灰色休闲女装套装的评论区共有1265条评价，均是

“板型很好”“显瘦”“物美价廉”等正面描述。记者在
默认的“全部”评价页面中，连续下滑浏览了约100条
评价，未见到一条中差评。直至切换到“最新”评价
后，才发现部分用户贴出的“裤子质量超级差”“穿了
一次膝盖鼓包”等负面评价。

甚至，有些“好评”以“差评”的形式出现。在一家
号称已售三百万余单的“趣享派”盐焗鸡脚筋网店内，
商品评价高达22.6万条，其中被分类为中差评的共有
2.4万条。但点开中差评标签却会发现，最先映入眼
帘的仍是“性价比很高”“还要回购”等赞美之词，向后
翻找才陆续看到有消费者反映食物口感欠佳、添加剂
过多等。

商家自曝月发红包2000块买好评

这些奇奇怪怪的好评都是怎么来的？记者在采
访时发现，有商家直接花钱买顾客好评，也有商家雇
人刷单换取虚假好评。

张女士无意间通过扫码返现的二维码，加入了刷
单群。按照群主的说法，只需每天动动手指做任务，
即可赚取金额不等的零花钱。张女士按照群主的指
令，前往指定商铺购买商品，并按照要求给出好评进
行刷单。很快，每单几块钱的佣金便转入她的账户。

有的商家会发出真实快递，但里面经常就是一张纸，
或者价格低廉的小卡子等商品。

如何让买家晒好评、如何刷单不被抓、如何用AI
自动写好评、如何折叠中差评……记者在社交平台上
看到，手把手教人刷好评及屏蔽差评的“攻略帖”比比
皆是。有商家在视频中称：“我上个月光发出去的好
评红包接近2000块。”根据他的经验，70%的人只要收
了红包，一定会给好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