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贝 宛

给个好评领红包、“优质评

论”返现金……网购时代，类似

的“好评返现”行为并不少见。

而这，在今年1月1日起实施的

《电商法》中，被明确禁止。《电商

法》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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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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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晚报》记者调查发现，

《电商法》实施以来，“好评返现”现

象在一些平台仍未绝迹。专家认

为，治理“好评返现”，靠一部《电商

法》远远不够。

小商品和创业品牌
喜欢搞“返现”

1月 5日，郭宏伟收到了他

从某网站购买的茶叶。打开包

裹，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张长

方形红色小纸片。他本以为纸

片是产品合格证或售后服务说

明书，但纸片上面“评价晒图 微

信领红包”这几个字提示他，这

又是商家在“求好评”了。

这不是郭宏伟第一次遇到类

似情况。“不敢说每次购物都会有

这种纸片，但在我印象中，见过好

几次了。”郭宏伟说，作为消费者，

自己对类似“求好评”，态度很坚

决——不会去评价，更不会领红

包。“一是因为没工夫去弄图片、

文字；二是因为有时候，货物的质

量、品相确实不怎么好。都忍不

住给差评了，怎么会为了那几块

钱红包给好评？”

多年的网购经历下来，郭宏

伟发现，喜欢玩“好评返现”的，

基本是小型货物或者正在创业

中的品牌。比如茶叶、鞋子、衣

服等。“价值贵重的产品，或者某

些经过电商平台认证的品牌经

销商，很少搞这种形式的东西。”

并且，不同商家在呈现“好评返

现”时，也有不同的方法技巧。有

些商家“简单粗暴”，在售后服务

卡之外，会另外附上一张“领红

包”的卡片，甚至是一张做工精美

的礼品卡，以此鼓励消费者给好

评；而有的商家则很“机智”，纸片

正面是“晒图领红包”，背后则是

“退换货登记表”，“合二为一，你

要找退换货登记表，必然就会看

到‘求好评’的内容”。

多位经常购物的消费者表

示，发现所谓“好评返现”，如今

主要以返还现金红包为主。同

时，也有晒优质评论，领取购物

优惠券或店铺积分等形式。而

返现的红包金额，多数在10元

钱以内。“花几块钱就能要一个

好评，商家们其实蛮精明的。”消

费者小武说。

商家称为吸引点评
而非“买好评”

新年前后，淘宝店主高毅研

读了几遍《电商法》，最终决定把

店里的商品，都“改头换面”一

番——原本标着晒单返现的商

品一律改了名字：“可惜了我定

做的返现宣传卡，还剩不少呢。”

销售自行车配件的高毅，淘

宝店开了有六七年，谈不上非常

成功，但也有一批稳定的客户。

由于售卖商品有一定专业性，也

一直维持着较高的利润率，买卖

还算过得去。好评返现，高毅只

是偶尔为之，多是为了推广新品：

“电商法最关注的还是今后商家

的资质问题，今后管得会越来越

严，也督促商家向正规化发展。”

事实上，对于“好评返现”的

新规定，高毅并不能完全理解，

在他看来，“好评返现”有一定的

合理性，并不能都看作不诚信的

商业行为。

“对于买家而言，没有必须

写评语的动机；对于我们来说，

好的评语能带来新的销售。”在

高毅看来，晒单返现的主要功

能，还是为吸引买家点评，而不

是为了“买好评”。商家能否经

营长久，最终还是要靠商品质量

和服务：“鼓励买家评论和买评

论是两种行为，应该分开管理。”

不过，高毅坦言，由于竞争

日渐激烈，“买好评”的事例层出

不穷，尤其是新店家，“不刷单客

户都看不到你。”

与此同时，“买好评”也并非

电商独有的现象，如消费者在餐

厅就餐，在网络平台发送赞赏评

价就可以得到商家提供的优惠，

已成为许多商家的明规则。

“规定已经有了，卖家今后只

能想更正规的促销办法。”高毅希

望电商平台在规范商家违规行为

的同时，也能出台进一步鼓励用

户认真点评的措施，如出台类似

信用分的点评规范系统：“卖家盼

好评，也怕随手评。”

店家多在观望但平台
仍有“返现”商品

卖家们忙着调整促销策略，

电商平台对于《电商法》的调整，

也开始加大宣传力度。伴随着

《电商法》正式实施，淘宝、京东

的官方网站，均已经修改推出相

应的管理规则。

如《京东开放平台商家违规

积分管理规则》中明确了诱导好

评——既“以物质或金钱承诺为

条件鼓励、引导消费者进行好

评”的营销内容——为违规行

为。该规则中规定，出现诱导好

评行为的商家，视行为严重程

度，将处以警告、商品下降、店铺

降权等处理。

而2018年 12月 31日最新

修订的《淘宝网评价规范》中，虽

没有明确定义诱导好评的行为，

也强调了“确保评价内容能为消

费者购物决策提供可靠的依据，

反映商品或服务的真实情况”。

但记者以“晒图返现”“好评

返现”等关键词在电商平台搜

索，仍能找到大量商品，如在某

平台旗舰店中，还有“晒单抽奖”

的品牌手机售卖。其余仍在“好

评返现”的商品，包括家居用品、

儿童用品等。

“具体会怎么处罚，大家还

是以观望为主。”一名淘宝卖家

表示，由于《电商法》刚推出，具

体执行程度仍未可知。之前作

出的返现承诺，也还需要继续兑

现：“希望跟营业执照一样，能有

一个过渡期，让大家都能适应。”

治理虚假评价需明确
执法主体

“所谓‘好评返现’，是一种

变相购买消费者好评的行为，它

不是一个新东西。此次《电商

法》中有关禁止好评返现的规

定，也不算是新规定。我国《反

不正当竞争法》《消费者权益保

护法》中，都有类似规定。”中国

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心副主

任、北京市法学会电子商务法治

研究会副会长朱巍说。“本质上，

好评返现的‘好评’是虚假的评

价，滥用了消费者的评价权。

对想要购买某商品的消费者造

成了混淆和误导，侵害了消费

者知情权。而诸如评价权这样

的权利，不应该也不允许通过

用钱来购买。”

朱巍认为，“好评返现”治理

多年未见根本性好转，主要原

因在于实践中、理念上都经历

一定障碍。在实践上，合法合

规和非法违法的界限，执法中

不好把握。同时，在理念上，也

有人认为这是商业表达的一部

分，有些投鼠忌器。“如果你不

允许他这么做，则会被认为影

响商业自由。此外，我们以前

对知情权的理解比较粗浅片

面，认为电商领域一定要出了问

题才去承担责任，刷好评这一行

为影响到什么了呢，有苦主和被

侵权人吗？直至近几年才发现，

知情权是绝对权，是所有权利的

基础，因此不容侵犯。所以现在

才反过来保护知情权，去限制

‘好评返现’这种行为。”

“互联网电子商务治理是一

个过程，依靠某一个法律解决是

不够的。”朱巍认为，治理“好评

返现”，首先，应明确执法主体。

“《电商法》的问题之一是，没有

写明执法部门。执法机构到底

是谁，谁来处罚，都要明确。至

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有这个权

力。”其次，寄希望于众多问题被

一部《电商法》解决不可能，落实

的关键，是其他部门要出一些具

体的规章来补充。

红 黑 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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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文凯

随着新个税法从本月初开

始实施，国家税务总局推出的

“个人所得税”APP立刻进入很

多软件商店的下载排行榜。来

自国家税务总局的信息显示，

目前个税APP的下载量和注册

量大幅提升。随着国家税务总

局的个税APP大热，很多来自

商业公司制作的各类“个税”

APP也成为热门，这其中有的

针对纳税人的具体情况提供更

个性化的服务，但也有的纯属

蹭热点，甚至有的纯属恶意软

件窃取个人信息。对此，税务

部门提醒广大用户，由于个税

登记涉及很多个人隐私信息，

用户在选择应用软件时务必谨

慎，尤其不要在非正规渠道下

载软件、登记个人信息。

元旦期间，在一家互联网公

司工作的小赵收到一条自称来

自单位财务部门的短信，要求其

点击链接下载一款APP，登记个

人信息以便享受新个税的优惠

政策。虽然犹疑为何事先没收

到单位通知，但由于正值放假，

他也没好意思打扰财务部门的

同事，就直接下载了一款叫“个

税信息登记”的小程序。在随后

的信息登记过程中，凭借着程序

员的直觉，他感觉有些不对劲，

于是从手机的软件商店进行搜

索，发现这并不是正版的国家税

务总局“个人所得税”APP。于

是他果断停止了信息登记，上班

后经过咨询，这条短信果然不是

单位财务部门发送的，很可能是

钓鱼链接。

据介绍，随着新个人所得税

法的实施，一批仿冒国家税务总

局“个人所得税”APP的软件也

悄然现身网络。其中有一些是正

规公司开发的，也有的是来路不

明。笔者从手机软件商店里输入

“个人所得税”后搜索，除了国家

税务总局版的APP外，包括“全

国个税计算器”“全国个税查询”

“个税小帮手”“个税管家”“个人

所得税计算器”“新个税计算器”

“个税助手”“个税在线”“51个税

管家”等一大批与计算个税相关

的软件全被搜索出来。由于新实

施的个税法增加了很多个性化扣

除内容，因此这些“个税”APP基

本都需要用户填报很多个人信

息，包括配偶、子女、老人的身份

信息，以及住房情况等内容。

这就给一些不法APP窃取

个人信息带来了机会。此前360

安全团队发布的消息称，已经检

测到伪装成官方APP的木马样

本。腾讯手机管家团队也透露，

已查杀了“个人所得税查询”“税

率计算器”“个人所得税计算器”

等打着免费幌子诱导用户下载

的病毒软件。

日前，国家税务总局发文提

醒纳税人，可以通过国家税务总

局官网、各省税务局官网及主要

手机应用市场下载专用的APP，

如果发现可疑程序，及时向税务

机关反映。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

刘俊海建议，合法、迅速、有效地

解决这些群众遇到的问题需要

监管部门发挥监管的合力，建立

一张全国的投诉网，专门解决公

民身份信息被滥用的情况，公民

个人可以在自己户籍所在地的

任何一个部门，包括工商部门、

税务部门或者公安机关提交举

报信息。

个税 APP 现山寨版 个人信息小心泄露

治理“好评返现”《电商法》还需加快

今年起我国今年起我国
调整跨境电商调整跨境电商
零售进口零售进口政策政策

财政部日前公布，自

2019年1月1日起，调整跨境

电商零售进口税收政策，提

高享受税收优惠政策的商品

限额上限，扩大清单范围。

图为福州一展会上跨境电子

商务展示中心。（资料图片）

张 斌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