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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 链接“
“‘好评返现’属于卖家的信用炒

作行为，也是一种不正当竞争的行
为。”一名法律工作者介绍，消费者权
益保护法规定，消费者享有知悉其购
买、使用的商品或者接受的服务的真
实情况的权利。电子商务法中也明
确，电子商务经营者应当全面、真
实、准确、及时地披露商品或者服
务信息，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
择权；电子商务经营者不得以虚构
交易、编造用户评价等方式进行虚
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欺骗、
误导消费者。

“卖家的‘好评返现’行为，不仅损
害买家的合法权益，侵害了消费者的
知情权、公平交易权，也破坏了线上交

易公平竞争的秩序环境，已经构成不
正当竞争。严重的话，还可能制约电
商平台的健康发展。”一名法律工作者
说道。

市监局一名执法人员同样表示：
“‘好评返现’等刷单炒信行为，干扰了
正常的用户评价所能够发挥的信息披
露作用，对消费者造成误导，从而侵害
消费者知情权。”

“崇川区市场监管局根据举报，调
查发现一家公司工作人员向商品包装
盒内放入‘好评返现’卡片，卡片上含有

‘全五星晒图+优质评价+收藏店铺=平
台小额打款，发评论截图给客服领取
奖励2元’等内容。执法人员针对该
公司利用‘好评返现’方式诱导消费者

写好评，构成对销售商品的用户评价
作虚假或引人误解商业宣传不法之
举，责令其停止违法行为，并作出罚款
5000元的行政处罚。”昨天，市监局一
名执法人员向记者介绍。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为切实维
护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不断增进民
生福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就民生领
域案件查办“铁拳”行动，面向社会公
开征集十三类违法行为线索。其中名
列第一的，就是“刷单炒信”等虚构交
易。市监局执法人员表示，今年来已
接到多起类似行为的投诉举报，市场
监管部门将依据反不正当竞争法不断
加大查处力度。

本报记者张园 周朝晖

明显偏离普通用户的评价语境——

你被“有偿好评”种草了吗？

随着网购的普及，商品评论不但会
影响消费者的选择，而且与商家在平台
上的推荐指数息息相关，好评数多意味
着被平台推荐到前列的可能性高。因
此，一些商家为了收获好评，采取在包裹
内夹藏“好评返现”卡，诱惑消费者给出
好评。

表面看，“好评返现”似乎是双赢之
举，一方面消费者能获得红包的实惠，
另一方面商家也能通过“好评”增加流
量，从而吸引更多的消费者。然而，这
种在红包诱导下写的“好评”，已经不是
消费者对该店的真实评价，本质上是诱导
消费者作虚假的用户评价，欺骗误导消费
者，不仅破坏电商信用评价机制和平台诚
信规则，侵害消费者的知情权、公平交易
权等权利，更可能对同类经营者构成不
正当竞争，不利于市场健康发展。

事实上，这种“好评返现”行为在政
策层面是被明令禁止的，但在现实生
活中，“好评返现”仍屡禁不绝。究其
因，除了商家的违法收益远远高于违
法成本之外，更重要的原因是一些消
费者为了区区几元钱的蝇头小利“助
纣为虐”，昧着良心给出一些虚假的

“好评”。
因此，基于这个现实，笔者以为，打

击“好评返现”乱象，不妨推出有奖举报
制度，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监管
部门以现金或实物形式鼓励消费者对

“好评返现”现象进行举报，一旦查实,
给予远高于“好评返现”的奖励。如此
一来，消费者自然乐于举报，“返现”照
领不误，商家被查处的风险却大大上
升，“好评返现”即便有高回报，但忌于
高风险，商家自然也不敢乱来。刘予涵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
法》第八条第一款规定：经营者不得对
其商品的性能、功能、质量、销售状况、
用户评价、曾获荣誉等作虚假或者引人
误解的商业宣传，欺骗、误导消费者。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
第二十条第一款规定：经营者违反本法
第八条规定对其商品作虚假或者引人误
解的商业宣传，或者通过组织虚假交易
等方式帮助其他经营者进行虚假或者引
人误解的商业宣传的，由监督检查部门
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处二十万元以上一
百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一百
万元以上二百万元以下的罚款，可以吊
销营业执照。

在网购平台上，“好评率”已经成为
不少用户判断商品优劣的一个简单而直
接的因素，几乎在每件热销的商品下都
有大量“好评”，但其中有些好评已明显
偏离了普通用户的评价语境。原因在于
部分商家以“有偿好评”等方式诱导消费
者给出假评价，从而误导潜在消费者的
判断，以此增加商品销量。昨天，本报记
者就这一现象展开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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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上每次拆快递都能收到商
家寄来的好评返现卡，但我一次都没
按商家的要求评价过。”市民吴女士
是名网购达人，她对快递包裹里频现
的“好评返现卡”早已司空见惯。

吴女士告诉记者，每个商家好评
要求和返现金额都有所不同。她从
刚拆开的快递盒里拿出一张红色的
好评卡片向记者展示：“卡片要填五
星好评，还要完成追评、晒图才能领
到1元奖励。除此之外，有的商家还
会要求拍视频和收藏店铺，最后添加
客服微信领1至5元不等的红包。”

“有偿好评的操作流程过于繁

琐不说，有的商品质量较差，如果昧
着良心给好评，这不是给其他消费
者‘挖坑’吗？如果确实买到心仪的
商品，即使没有返现卡，我也会主动
提供好评。”记者采访中发现，多数
消费者的想法和吴女士类似，却也
有人抱持“蚊子腿再小也是肉”的心
态入坑。

事实上，还有个别无良商家玩文
字游戏，诱骗消费者写好评。“在拼多
多上花费几十元买了一个蓝牙耳机，
收货后发现好评卡片上写着‘全五星
晒图好评＋追加评价＋收藏店铺＝奖
励10元’。我就按照要求写了好评，

没想到截图发给客服时，对方却只发
给我一张满98元减10元的优惠券。
商家‘不讲武德’，我只好申请官方客
服介入解决此事。”大学生小陆告诉
记者。

此外，有些商家还会通过“卖
惨”索要好评。“收货后经常收到商
家的短信和电话，客服称公司有考
核，达不到要求就被辞退，求写好评
帮帮忙。有的商家甚至贴心地提供
评价文字和图片，仅需复制粘贴就
行，完成就能领红包。”小陆表示，一
些商家的频繁催评常常令他不堪
其扰。

部分商家：不讲武德诱骗客户

以有奖举报
还施彼身

反不正当竞争法相关条例

“好评不仅能增加店铺信誉分，
也能提升店铺产品在平台上的推荐
排名；差评则会影响店铺口碑，也
会降低产品在同类商品中的推荐指
数。”曾经在电商平台经营一家手机
壳店的小顾表示，“以‘好评返现’的
方式能让消费者写好评，跟找人刷
单的价格相比划算多了，还能规避
一定风险。电商行业竞争比较激烈，
像我们这样同质化严重的商品，为了
迅速带动销量、建立店铺口碑，也不
得不采取这样的营销手段。”

此外，记者注意到，一些电商
平台销售“好评返现卡”的行为也
助长了“有偿好评”的不良风气。

不过，这些“好评返现卡”却换了
马甲，摇身一变成为“新规售后
卡”“感谢卡”，本质依然是诱导消
费者有偿好评。

在电商平台搜索相关关键词，
会出现五花八门的“好评返现卡”。
大多数卡片每张价格为一分钱左
右，可以选择现成卡片，也可根据店
铺需求进行个性化定制。记者点进
其中一家销量较高的店铺，以买家
身份咨询定制卡片。客服很快发来
一份“模板”文件供挑选，其中包含
大量不同类型的“好评返现卡”定制
模板。客服同时表示，店内有现货，
定制价格比现成的卡片略贵一些。

那么，电商平台对商家的“有偿
好评”行为又采取了哪些具有针对性
的管理措施呢？

记者与某电商平台的客服人员
取得联系，对方明确表示，平台不
支持好评返现的行为。评价是为了
让买卖双方针对交易公平自由的表
达真实感受，同时也是其他消费者
购物的参考。电商平台客服人员同
时建议消费者对商品作出客观的评
价反馈，如果商家承诺评价返现，
可联系商家进行协商处理。平台一
直致力于营造和谐的购物环境，如
果出现“有偿好评”行为，平台会
有专门的工作人员核实。

电商平台：如有反映及时核实

市监部门：严查刷单炒信行为

江海锐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