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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下越来越多的商家利
用微信平台做起生意，微
信“朋友圈”开始演变成
“商圈”。
“志玲姐姐用过的面膜，用
一 次 年 轻 10 岁 ……”
“名表只卖1200元……”
“越吃越瘦的外国巧克力，
买一盒送三盒……”
想必大家在微信朋友圈里
见到过上面这些小广告。
“3·15”将近，有市民拨打本
报热线电话反映称，她从微
信“朋友圈”花了1200元买
来的“名表”，戴了半年竟然
不走时了。那么，朋友圈买
东西该注意些什么？发生
纠纷时又如何维权呢？

昆明市消费者协会的相关
工作人员介绍，《消费者权益保
护法》第八条规定，消费者享受
知情权，朋友圈购物时，消费者
依然可以照此要求经营者提供
商品的价格、产地、生产者、用
途、性能、规格、等级、主要成份、
生产日期、有效期限、检验合格
证明、使用方法说明书、售后服
务等，以便自己更好选购商品，
如果经营者不能提供前述信息，
则 消 费 者 应 当 谨 慎 注 意 。

“很多消费者没有向经营者
索要发票等购货凭证或者服务单
据的习惯，朋友圈购物时，此种现
象更是普遍。购货凭证和服务单
据，是消费者证明自身与经营者
之间存在买卖或服务关系的直接
证据，否则朋友圈购物是通过微
信聊天方式进行商谈，再运用快
递物流方式进行发货，一旦聊天
记录被删除，很难找到与经营者
之间存在买卖或服务关系的证
据，假如经营者不予认可，则消费
者也束手无策。为此，朋友圈购
物时，消费者应当要求出售商品
的经营者提供发票等购货凭证，
并妥善保管。”这位工作人员还表
示，付款之后，应当及时将微信聊
天记录、付款记录、付款凭证等截
图保存。如果在朋友圈不慎买到
高仿品，应及时向微信客服进行
投诉，也可打12315投诉。

云南华度律师事务所律师
张佳说，消费者在选择网络购
物时，一定要通过正规交易平台
和信誉好的网络商城，保留相关
商家信息、商品信息、交易记录、
付款记录、快递信息、索要发票、
聊天记录等。网络购物遭遇欺
诈时，及时与卖方进行协商解
决，也可以向消费者协会或市场
监管部门进行投诉，也可以诉诸
法律途径。

本报记者 刘嘉 吉思进

微信里打着高仿手表的旗号，什么
“一比一的货色”“绝对货真价实”“现场
当面检验”。

近日，市民小张在昆明北市区通过
搜索“附近的人”，找到了一个卖高仿手
表的微信账号，花1200元买了一块品
牌手表。“那天闲来无事，就用微信搜

‘附近的人’，然后发现了一家叫‘AA高
仿手表’的私人账号。随即添加了该微
信号，通过验证后，对方就发来各种高

档手表图片。最终挑了一款‘卡地亚’
女式手表。”

之后，小张通过微信向对方转账了
1200元，对方则通过快递的方式将手表
寄给小张。“手表包装盒用的是‘卡地亚’，
看着挺高档。”戴了半年后，小张发现手表
不走了，随后她联系了卖家，要求免费维
修，但卖家坚称手表是高仿的，质量绝对
可靠，并强调一定是小张使用不当造成手
表损坏，对于人为损坏的不予保修。

“原本说好3天后发货的，我就发微
信询问一下情况，结果被告知该微信号
已被注销。自己就这样被骗几十块钱，
还拉着亲朋好友一起上当了！”

原来市民冯女士在自己的微信朋友
圈看到朋友转发的一条信息，上面写着

“好朋友刚开始卖水果，进口水果一整箱
试吃价12.5元，包邮，数量有限，我已经
买啦。”该朋友圈还附带四张图片，分别
为2张水果盒子图片，一张二维码付款
图片，一张已经成功付款 12.5 元的照

片。其水果盒子包装精美，里面包含芒
果、火龙果、蛇果、猕猴桃、李子等多种水
果。冯女士看到水果盒子的精美照片和
低廉的价格便十分心动，放松了警惕的
她不仅扫码付款购买，还转发至朋友圈。

冯女士回忆，当时购买水果的时候，
卖家说需要先付款后统一发货。可到了
约定好的时间，卖家却迟迟不发货，冯女
士心生疑惑便询问卖家，谁知一问发现
卖家成了注销账号。

“通过微商购买了一只拉布拉多犬，
可收到的却是一只金毛犬，现在卖家已
经不接我电话，也不回我信息，我想提醒
其他消费者，通过微商购买商品要多留
个心眼。”去年年底，市民许先生在网上
找到了一个微信名为“A.宠物狗”的微
商，互加了微信之后，许先生通过对方发
过来的照片和视频，看中了一条拉布拉
多犬。卖家要求先付款再发货，许先生
便按照卖家的要求，通过支付宝直接将

购买小狗的3000元钱打到了对方的账
户上。然而付款之后，许先生并没有收
到小狗，他多次联系卖家，卖家便将发货
人的联系方式给了他，让他直接联系发
货人。

经过多次沟通，一周后他收到了货，
但收到的并不是他看中的那只拉布拉多
犬，而是一只金毛犬。当许先生再次联
系卖家和发货人时，对方不接电话，也不
回微信。

3 买了只拉布拉多犬 收到的却是金毛犬

1 “名表”只卖1200元 戴了半年就不走了

2 低价买的进口水果 迟迟不见卖家发货

市民小琪经常收到一些售卖国际知名品
牌，所谓原厂、高仿的奢侈品信息。“这样公开
兜售知名品牌的商品，是否违法呢？”

从该商家的微信朋友圈记者看到，里面
各种类型的世界知名品牌多不胜举，商品主
要为服装、手表、皮包、首饰、鞋履等。而且商
家在介绍中说商品质量没有问题，如果需要，
还可以提供正品所用包装，能通过专柜验货，
甚至可以提供原价的发票。不过这些商品的
价格却比正品的价格便宜了很多。

“原单和原厂的，材料和做工几乎能够与
专柜正品一样了，从肉眼上无法辨别。”一位业
内人士透露，这些所谓的原单或者原厂的成品
价格只是专柜价格的十分之一。在调查中，有
商家表示，产品就是高仿，也就是冒牌货。

记者发现，有不少平台被曝光：短视频变
身假货展柜，朋友圈频发高仿广告，二手平台
成售假灾区……面对层出不穷的网络售假，
不少网友发现，大批涉嫌造假售假的短视频
在直播平台上被大肆传播，有的博主为了提
高人气，甚至手把手教做假冒化妆品，而且美
其名曰“手工制作”。

而在描述这些侵权（假）商品（货）的时
候，这些“朋友圈商家”最喜欢用的词是“专
柜”“原单”“高仿”和“代购”。据了解，微信品
牌保护团队发现用户投诉线索中“代购”“专
柜”“原单”以及“高仿”是四大关键词，其中
第一大热门词“代购”出现了 23088 次。“专
柜”“原单”“高仿”分列二三四位。其余关键
词还包括“定制”“A货”“工厂”“复刻”“1:1”
等等。 从高频关键词可以看出，大多数侵权
账号试图用宣扬货物来源的合法性来掩藏仿
冒品的实质，以“代购”“专柜”“海关”等词语
蒙骗其他用户。

朋友圈买块“名表”
戴了半年就停摆了

高仿奢侈品疯行微信，如何维权？

微信上卖“高仿”奢侈品
价格只是正品的1/10

现象

消费者“朋友圈”购物
记得索要发票等

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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