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9 年 1 月 13 日，本报报道，市民郭先生在

电视购物广告中看中了一款手机， 价格便宜，功

能齐全。 可使用不到两个月，手机就出现了自动

关机、死机等问题。 郭先生联系该手机销售商要

求修理，可对方让其自行联系厂家检修。 最后，郭

先生不得不将无法使用的手机扔进了垃圾桶。

2009 年 5 月 14 日，本报报道，市民吴女士的

女儿小赵在电视购物广告中见一款家用立式喷

雾熨斗不错，便买了一台送给吴女士做母亲节礼

物，可产品的实际效果与广告宣传的差很远。 退

货时想要退全款需先满足十几条规定，还要办理

许多复杂的手续，吴女士最后打消了退货念头。

2009 年 10 月 22 日，本报报道，市民闫先生

通过电视购物买了一款多功能榨汁机，使用两次

就坏掉了。 闫先生拨打了服务热线，销售人员对

其态度大变，到最后甚至不再接听电话。

2010 年 11 月 4 日，本报报道，山城区的张先

生通过电视购物买了一款手机，实际产品与广告

中宣称的金属外壳，拥有 MP3、照相、录像、电视

播放等多种功能，且能超长待机一个月等相差甚

远。 买到的真机为塑料外壳，用了两天就没电了。

记者从工商部门了解到，近年来关于电视购

物的投诉呈增长趋势， 一些经销商和电视台合

作，在广告中随意夸大产品功能，吹嘘产品效果，

对消费者有较明显的误导作用。 消费者购买了这

些产品，一旦质量出现问题维修便成了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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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

聚焦消费陷阱之电视购物篇

聚焦消费陷阱之网购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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陷阱一

2008 年，市民张欣欣（化名）在新区新世纪广

场西区步行街开了一家服装店， 她经常要到郑

州、武汉等地进货，既耽误时间又浪费精力。

后来，张欣欣听朋友说，在网上进货比较方

便，既节约时间又能免去进货途中的开销，她就

想通过网上进货。

张欣欣没有网购的经验， 不慎选择了一家

“野店”。 卖家称他们开了一家实体店，服装都是

按出厂价格出售。 经双方协商，张欣欣往对方指

定的账户上汇了 18000 余元货款，卖家承诺三天

内将货送到。 可张欣欣足足等了一个星期也没见

到货，她再次和卖家联系，这才发现对方已经注

销了网店，手机也一直打不通。 张欣欣才意识到

自己上当了，18000 余元打了水漂， 无奈之下，她

只好报了警。

针对张欣欣在网上进货被骗的经历，记者采

访了淘宝商城的一位工作人员，该工作人员告诉

记者，网上购物一定要擦亮眼睛，一定要选择正

规注册的网店， 而且商家的信誉值一定要高，对

于那些网上“野店”，消费者一定要小心谨慎，以

防上当受骗。

“消费者选购商品时，可以留意其他消费者

对该网店及商品的评价，这样可以有效减少上当

受骗的几率。 如果消费者在正规网店受到欺骗，

可以到淘宝商城消费者维权中心投诉。 ”这位工

作人员说。

陷阱二

现 在 网 络

越来越发达，消

费者足不出户

就能买到各种

各样的商品。只

要商品是您想

要的、价格在您

的承受范围之

内， 轻点鼠标，

几天之内商品

就会到您手中，

网购已经成为

一种时尚。

但是，随着

网购的普及，关

于网购的投诉

也逐年增多，以

次充好、标示价

格与实际售价

不符、只收钱不

发货等网购陷

阱也越来越多。

3 月 14 日，一名女孩在网上选购衣服。

钱汇去了可一直收不到货

实物和广告相差甚远

2010 年 11 月份， 在某旅行社上班的周

女士在网上花 150 多元钱买了一件羊毛衫，

当时商家承诺该羊毛衫是纯羊毛的，顾客不

满意一周之内可无条件退货。

当周女士收到羊毛衫后发现，该羊毛衫

的样式及花色和网页上显示的差别很大，此

外， 该羊毛衫标签上标注的羊毛比例为

50%。 于是，周女士就要求商家全额退款，可

商家只答应更换货物。

过了半个月，周女士也没有收到更换的

羊毛衫，她再次要求退货。 起初卖家还接周

女士的电话，后来干脆连电话也不接了。 无

奈之下， 周女士就给该商家打了一个差评。

卖家发现周女士打了差评后， 才把货款退

还，但这件事还没有完全结束，商家经常给

周女士发侮辱短信。

今年情人节前，在某事业单位上班的蔡

先生给女朋友网购了一件鸭绒坎肩，当时卖

家承诺，坎肩填充物百分百为鸭绒，可收到

实物后， 蔡先生发现坎肩内压根没有鸭绒，

填充物为丝绵。

不仅商品质量与商家宣传的存在差异，

有些商家为了吸引眼球，在商品价格上也玩

起了猫儿腻。 合友小区的刘女士在网上一家

婚纱旗舰店看上了一件合适的婚纱，当时主

页上显示这件婚纱的价格是 398 元，可当刘

女士把婚纱放入购物车后，商家却称，网页

上标的 398 元是春节期间搞促销时的价格，

现在已恢复原价 568 元。“这明显是欺诈，既

然活动已经结束，为什么还把促销价放在网

页上？ ”刘女士对记者讲。

律师表示， 消费者要保留好相关证据，

“消费者可以把与商家在网上的对话保留下

来，把双方通话内容录制，以便维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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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

×

×

神奇的美白

效 果 ，45 岁 变

35 岁 ，35 岁 变

25 岁。 赶紧拿

起手中的电话

订购吧！ ”

“高清晰的

画质 ， 超值优

惠，799 元等于

买一部摄影机、

一部照相机外

加一部手机！ ”

高 分 贝 的

声音、夸张的表

情、极具蛊惑性

的语言，让刚刚

打开电视机的

观众忍不住多

看几眼那种“限

量发售”且“不

买一定会后悔”

的产品。广告中

的产品真的如

宣传的那样物

超所值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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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质量难保证，维修难

很夸张的电视购物广告。

记者咨询工商部门工作人员得知，近年

来关于电视购物的投诉呈增长趋势，但真正

能维权成功的仅为少数。

该工作人员表示，电视购物存在几大陷

阱：“第一，产品广告不实，夸大功效。 如许多

化妆品广告，当消费者使用后未达到预期效

果时，一些销售者就会强调消费者的个体特

殊性，并诱导消费者继续购买；第二，产品质

量难保证， 或所订货物与实际收到产品不

符。 有一次我们就接到消费者投诉说，明明

购买的是手机， 收到的却是一支洗面奶；第

三，售后服务难以保障，大多数电视购物机

构只销售商品，不负责售后服务。 加上异地

购物的特点，生产商、销售商、电视购物中心

之间经常相互扯皮；第四，消费者投诉难，维

权难。 电视购物的商品一般属异地寄送，消

费者拨打的订购电话在甲地， 发货方在乙

地，出现问题后拨打的客服电话又变成了丙

地。 而且大多电视购物产品找不到具体的生

产和经营企业， 加上属地管辖限制等原因，

消费者维权难上加难。 ”

为防止在电视购物中受骗，该工作人员

提醒消费者应注意以下几点： 一要谨慎、理

性对待电视购物； 二购货时勿贪图便宜，价

格低得离谱的商品大多隐藏着某种缺陷，或

是不合格产品；三要在网上查阅该商品的商

标、商品条码及厂家地址等各种信息，若产

品信息不全，产品质量就很难保证；四要逐

条认真阅读经营者提供的合同文本，对侵害

消费者权益的条款要坚决要求修改，不签订

对自己不利的合同； 五是在接受快递服务

时，要当场验货，并且尽可能选择信誉良好

的服务主体，详细写明物品具体情况，索要

并保管好有关凭证，为自己以后维权留下证

据。

电视购物投诉多

维权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