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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国对于互联网
大病众筹的监管还不
完善，相关部门有必要
尽快对其进行规范。
有关部门应该制定相
关行业标准，对筹款发
起人相关信息切实加
强审核。相关互联网
平台理应对善款的去
向做到长期追踪、全面
公示。此外，对于虚假
募捐、骗捐诈捐等行为
的，应列入信用黑名
单，造成严重后果的，
应追究其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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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淳艺

日前，有淘宝卖家反映，一名

顾客在“五一”假期前购入18件

衣服，总价 4600多元，假期后以

“不喜欢”为由发起无理由退货，

但卖家发现，买家在朋友圈发布

了大量穿其店内新衣服旅行拍的

照片。5月12日，买家通过微博公

开致歉。阿里巴巴公关部回应

称，经双方协商，买家所购衣物9

件不可退。

恶意退货，不属于消费者的

“后悔权”，不受法律保护。《网络

购买商品七日无理由退货暂行办

法》规定，消费者退回的商品应当

完好，对超出查验和确认商品品

质、功能需要而使用商品，导致商

品价值贬损较大的，视为商品不

完好。在这次申请退货的18件

衣服中，当事人和朋友穿着其中9

件衣服去旅行、拍照，不仅可视为

使用了（非试穿）商品，且超过了

功能范畴，作出不予退货的处理

符合相关规定。值得反思的是，

如果不是朋友圈的照片泄露了天

机，这些已外出“试穿”的衣服就

可能顺利地完成退货。

事实上，在电商行业，消费者

利用“7天无理由退货”政策钻空

子，较为常见。此前，有媒体就报

道过“租衣客”群体，这部分消费

者专门从网上购买高档衣服，小

心穿着，风光几天后便退货。退

货只需花邮费10块，算下来，相

当于一天花两三块租衣费。

“7天无理由退货”起源于部

分电商的自发行为，后被写入

2014年实施的新消法。这一规定

的本义是通过赋予网络交易“后

悔权”，保障消费者权益，但在现

实中，由于对消费者缺少有力的

约束，“后悔权”被不少无良者滥

用。上述事件被曝光后，有淘宝

卖家反映部分“试穿族”长期、频繁

利用该规则试穿退货，甚至还有人

建立了“退货经验交流群”。此外，

还有少数人故意买正品，退假货。

“7天无理由退货”本是一种

双赢举措，倘若被滥用，就有可能

走向“双输”，甚至破坏整个电商

行业生态环境。

退货无理由，不代表真的无

理由，更不代表可以无诚信。《网

络购买商品七日无理由退货暂行

办法》指出，无理由退货义务应当

遵循公平、诚实信用的原则，遵守

商业道德。便要想做到这一点，

离不开信用机制约束。比如，如

果消费者被发现恶意退货或者诈

骗退货，那么轻则可被商家列入

黑名单，影响以后购物消费，重则

应写进个人信用记录，让其工作

与生活处处受限。

可见，“7 天无理由退货”需

要信用机制配套。目前，淘宝推

出了“云标签”功能，如果被卖家

标记为“恶意买家”，其购买评价

行为将是无效的。有关部门不妨

牵头组织各大电商平台，建立完

善买家信用机制，实行“黑名单”

共享，在保障消费者权益的基础

上，对恶意退货行为加以限制。

“苦情”圈钱严重透支网络众筹信任
民政部将引导平台修订自律公约，针对群众关切持续完善自律机制，

也将动员其他平台加入自律

□ 本报记者 吴 限

近日，相声演员吴某突发脑

溢血，家属通过“水滴筹”众筹百

万治疗费用，然而网友发现，吴

家经济状况较好，在北京有两套

房产、一辆车，却在众筹时还勾

选了“贫困户”标签。随后此事

引发网友热议，有部分网友质疑

家属骗捐。这一事件再次捅破

了网络众筹与网友信任之间的

窗户纸。

2018年上半年，民政部指

定的第一批互联网公开募捐信

息平台为全国992家公募慈善

组织发布1.1万余条募捐信息，

为慈善组织开通的在线筹款功

能筹款总额超9.8亿元，同比增

长三成……在线公益一片红火，

但不容忽视的短板也让不少网

友担心：众筹项目存猫腻，假求

助真骗钱；审核机制现漏洞，潜

规则暗操作；违规平台无资质，

“山寨”募捐花招多。

“苦情圈钱”频上演
信任危机成痛点

“巨额的医疗费用已经让

我们家负债累累，真的撑不下

去了……”不久前，轻松筹平台

上一个题为“恳请大家救救4岁

孩子的爸爸”的帖子，引发舆论

关注。当事人在朋友圈传递出

直面疾病的乐观态度令人动

容，30 万元目标金额迅速集

齐。然而，当事人一家很快被

质疑收入不菲，名下有公司和

多处房产，与求助帖中的描述

出入较大。反转的剧情，令网友

大呼“受伤”。

求助信息被添油加醋甚至

虚构，类似打着“苦情牌”圈钱

的事件近年频频在慈善圈上

演，屡屡突破道德下线，欺骗网

友善意。

前不久，辽宁抚顺一小学生

和奶奶无辜被一男子殴打，奶奶

为保护孙子受伤住院，受害家庭

已在网上发起筹款，目标金额

70万元。受害小学生所在小学

发布捐款倡议书，提到受害学生

家庭困难，负担不起医疗费用，

号召全校师生捐款。随后，有其

他家长质疑，受害学生家庭状况

没有倡议书说的那么困难，且孩

子医药费不到7万。学校了解

情况后就叫停捐款并退回已收

善款。

业内相关媒体评论称，每一

次的“疑似骗捐事件”，在广泛

的质疑声中，总会对那些帮助

他们的人造成伤害，消解着原本

就脆弱的社会信任，让善举变成

了一件必须小心呵护的昂贵“易

碎品”。

除了“苦情牌”之外，筹救命

钱的公益平台上屡屡出现显得

儿戏甚至奇葩的众筹求助信息，

买相机、还蚂蚁借呗、筹毕业晚

会经费……这些诉求虽然真实，

但求助内容引起舆论一片哗然。

上 海 政 法 学 院 副 教 授

陈颖健表示，针对目前存在的

一些个人在线求助现象，尽管有

的平台已在显著位置向公众进

行了风险防范提示，但从现实情

况看，网友仍很难分辨求助信

息真假，难以防止爱心被欺诈。

“验真环节”待探索
孰真孰假难分辨

当大病、重病不期而至的时

候，许多人都面临着精神与经

济的双重压力。此时，互联网

大病众筹平台就成为很多贫困

患者及其家人的“救命稻草”。

公益众筹平台发展中存在的不

少乱象则表明，目前的互联网

平台诚信机制建设还存在重要

缺陷。

记者了解到，一些募捐信息

发布平台发布项目时填写信息

环节太过简单；重要日期点，一

些平台还出现在捐款金额上“刷

单”的异常账户……当相关媒

体问其真实性时，平台往往含

糊其辞。

其实早在此前，民政部、工

信部等15部门联合出台的《公

开募捐平台服务管理办法》，以

及平台基本技术和管理规范两

项行业标准，对可募捐平台的相

关责任进行过明确。依据规定，

求助者有承诺信息真实性的义

务，平台有管理责任。但在实际

操作中，对于求助者的收入证

明、资产信息等内容，平台并没

有法定的强制审核义务，这就造

成了巨额的筹款金额和求助者

真实经济状况无法事前审核的

失衡。

5月8日晚，民政部就相声

演员众筹事件引发公众关于网

络众筹平台规范的质疑和讨论

回应称，个人求助不属于慈善募

捐，不在民政部法定监管职责范

围内，但由于影响到慈善领域秩

序规范，下一步，民政部将引导

平台修订自律公约，针对群众关

切持续完善自律机制，也将动员

其他平台加入自律。

“在线公益平台需提高专业

能力，既要从技术层面堵住相关

风险漏洞，又要在管理层面细化

制度条例，适当提高平台准入

门槛。”中国电子商务协会副理

事长朱宇清认为，要综合提升

平台运营能力、技术配置、网络

安全等，保障每个程序都合法规

范运营。

目前，一些在线公益平台已

作出探索。淘宝公益网店严格

按照慈善法要求制定审核和入

驻标准，在民政部依法登记且具

有公开募捐资格的慈善组织才

能注册店铺，并安排专人负责机

构入驻审核与定期排查；腾讯公

益上线冷静器产品，引导用户在

捐助前对项目的成立时间、执行

效果、财务披露等先有直观了

解，再确定是否捐赠……

就如何有效防范虚假网络

大病众筹，有专家建议，平台应

在众筹项目发布前对其进行充

分审核，以免发布虚假众筹信息

对捐助者造成情感伤害，同时可

以要求大病众筹申请人签署保

证书，保证申请情况属实。除此

之外，平台还应提醒申请人如果

其发布虚假信息可能承担的法

律责任。

严控“门槛”防风险
公益众筹需监管

在活动页面输入自己的生

日，寻找到同一天生日的贫困学

生，鼓励为其捐赠1元钱……一

段时间内，一个名为“同一天出

生的你”的助捐活动在朋友圈刷

屏，新颖创意的形式吸引了网友

关注。没过多久，网友发现多例

同一个孩子照片对应不同姓名

和生日的情况。有专家指出，项

目发布信息的平台，既非民政部

指定的互联网公开募捐信息平

台，也非具备公募资质的慈善组

织的官方渠道，存在违规嫌疑。

平台资质过关是首要条

件。记者查询得知，按照慈善法

规定，慈善组织通过互联网开展

公开募捐的，应当在国务院民政

部门统一或者指定的慈善信息

平台发布募捐信息，并可以同时

在其网站发布募捐信息。

去年5月，民政部对外公布

了第二批慈善组织互联网募捐

信息平台，指定平台扩充至20

家。平台的有序增加，在线捐赠

方式日益多元，行走捐等创新方

式受到公众欢迎。

陈颖健表示，互联网募捐信

息平台的资质认定应坚持专业

化标准，严格准入门槛，保持适

度规模，既有助于防范以慈善为

名的各类欺诈行为，又有助于保

证慈善活动的公平和效率。

为进一步规范网络募捐，民

政部2017年公布了《慈善组织

互联网公开募捐信息平台基本

技术规范》《慈善组织互联网公

开募捐信息平台基本管理规范》

两项推荐性行业标准，以及出台

的《慈善组织信息公开办法》，细

化了对慈善组织信息公开尤其

是网络募捐信息公开的要求，促

进慈善事业发展。

2018年2月，国家发改委、

民政部等40个部门签署《关于

对慈善捐赠领域相关主体实施

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

的合作备忘录》，备忘录提出联

合惩戒对象为在慈善捐赠活动

中有失信行为的相关自然人、法

人和非法人组织。

业内人士表示，目前我国对

于互联网大病众筹的监管还不

完善，相关部门有必要尽快对其

进行规范。同时，单靠众筹平台

的审核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发动

社会监督，各方多措并举。有关

部门应该制定相关行业标准，对

筹款发起人相关信息切实加强

审核。相关互联网平台理应对

善款的去向做到长期追踪、全面

公示。此外，对于虚假募捐、骗

捐诈捐等行为的，应列入信用黑

名单，造成严重后果的，应追究

其法律责任。

杜绝“恶意退货”需信用约束机制

红 黑 榜

（未完待续）

——来源：信用中国网站

辽宁省纳税信用A级名单(5)

5月13日，在公安部统一指挥下，重庆警方会同甘肃、新疆、浙江、湖北等省（区、市）公安机关，

侦破公安部督办特大制售假酒包装材料案，涉案假酒包材市场价值约20亿元。查获的假冒“茅

台”“五粮液”“泸州老窖”“剑南春”等多个品牌酒瓶数量多达100万余瓶，足够装满100辆普通货

车。警方透露，查获的假冒“茅台”酒瓶数量，为贵州茅台酒厂建厂以来公安机关单次破获案件查

获数之最。图为现场展示的部分各品牌假冒酒瓶。 周 毅 摄

重庆警方破获特大制售假酒包材案重庆警方破获特大制售假酒包材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