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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办

对电商平台出现的违
法行为，可以利用大
数据、AI技术进行更
精确的管理。要把电
商企业在网上的违
法、失信行为纳入征
信系统中，让失信企
业真正有“痛感”。

6版

失控的校园贷乱象曾给高校蒙上了一

层“阴影”，一方面，多数在校大学生表示，并

不太了解银行系推出的信用卡，平时还是较

多使用互联网平台的金融产品。另一方面，

不少高校依然对“开正门”持谨慎的态度，提

高了银行系进入校园的门槛。与此同时，银

行系也对大学生信用卡申请者持有谨慎的

态度。

校园贷“开正门”两年
信用卡重回校园遇冷

诚信快讯

“618”再迎消费高潮 电商诚信仍有痛点

“ 电 商 专 供 ”切 莫 演 化 成 变 相 欺 诈

7部门严查虚标能耗
对造假者实行联合惩戒

本报讯 记者吴限报道 近日，“信用

中国”网站开设“部分政府部门和国有企业

拖欠民营企业中小企业账款典型失信案例”

专栏，向社会公布案例详情的同时，便于公

众查询。截至6月11日，首批公布案例共

246条，其中政府部门拖欠账款案件2条，国

有企业拖欠账款案件244条。

据悉，此举旨在贯彻落实国务院常务会

议关于切实解决政府部门和国有企业拖欠

民营企业中小企业账款问题有关部署。按

照国务院减轻企业负担部际联席会议《关于

做好2019年清理拖欠民营企业中小企业账

款工作的通知》要求，国家公共信用信息中

心依托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发布相关失

信案例。自2018年11月30日建立清欠台

账起，经过国家发改委为期半年的专项治

理，欠款案件数量已大幅降低。

据悉，此次公布的案例是从各类法人组

织拖欠民营企业中小企业账款案件中，选取

拖欠账款主体是政府部门和国有企业的案

件，经国家发改委与各相关部门和各地方人

民政府确认后，予以公布的。公布内容包括

失信被执行人注册地、失信被执行人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案号、拖欠天数、涉及金

额（人民币）等信息。

国家公共信用信息中心介绍说，公众如

需查询拖欠账款案例详情，可登录“信用中

国”网站（https://www.creditchina.gov.

cn）或全国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公布

与 查 询 平 台 (http://zxgk.court.gov.cn/

shixin/)，查询失信被执行人失信行为具体

情形。

□ 本报记者 刘梦雨

进入6月，各大电商就开始预

热的“618”电商年中促销活动终于

在6月18日当天迎来高潮。京东6

月1日0点到6月18日24点，累计

下单金额达2015亿元；6月16日

第1个小时，天猫成交就达到去年

全天业绩，超过110家品牌成交过

亿；从6月1日到18日晚6点，苏宁

全渠道订单量同比增长133%，其

中，家电订单量同比增长83%，大

快消订单量同比增长245%。

告别入冬时节的“双十一”，迎

来仲夏的“618”，各大电商一次次

亮眼成绩单的背后，不仅昭示着我

国消费市场的巨大潜力，也是对电

商领域产品质量、价格、服务的又

一次大考。今年“618”购物体验

如何？消费者是否切实体验到“货

真”“价实”“质优”？我们透过信用

视角，审视今年“618”购物活动折

射出的电子商务领域信用体系建

设进展。

“高能”打假成共识
新难题仍需面对

“山寨”“李鬼”“高仿”“A

货”……电商环境经过多年的净化

升级，消费者在网上选购时是否还

是需要提防假货“暗箭”？数据显

示，2018年，公安机关破获侵权假

冒案件近1.9万件，检察机关批捕

涉及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案件3306

件 5627人，全国法院审结各类知

识产权案件近32万件，同比上升

41.6%。“剑网2018”专项行动中，

删除侵权盗版网络链接185万条，

收缴侵权盗版制品123万件。

监管部门持续加大打击力度

的同时，利用技术、区块链打假等

多种方式开启“高能”打假模式，也

成为各大电商平台的共识。

记者了解到，京东在过去一年

更新了《平台知识产权维权规则》

和《商家申诉规则》，对侵权风险高

的商家进行神秘测买抽检、线下排

查、线上线下联合打击。阿里巴巴

协助警方抓捕犯罪嫌疑人 1953

名，打假成效获得国际认可。唯品

会则打造买断式自营业务、成立

2000个买手团队、直接与品牌方

合作、设立购买正品保险。

除了提高违法成本外，区块链

技术方面的应用，也给电商平台在

打假方面提供了新的技术支持。

据经济观察网报道，京东区块链防

伪追溯平台已接入超过400家品

牌商，覆盖12,000多款商品，上链

超过10亿条商品追溯数据。苏宁

易购，上线区块链商品溯源系统，

对商品的生产、加工、流通、零售等

环节进行追踪记录。天猫国际建

立了跟踪、上传、查证跨境进口商

品的物流全链路信息，支持超过50

个国家的30,000种进口商品支持

基于该技术体系的物流信息查询。

面对假货，尽管政企合作运用

多重手段打击，但在近日举办的

2019年电商知识产权峰会上，阿

里巴巴集团首席平台治理官郑俊

芳依旧坦言，当前电商知识产权保

护面对四大新难题：一是假货“洼

地效应”凸显，二是制售假产业化

全球化态势愈演愈烈，三是滥用

法律与平台规则漏洞进行恶意投

诉现象突出，四是制售假者被制

裁少且轻。

“电商专供”暗藏猫腻
低价劣质须及时纠正

对于消费者而言，如果说辨别

假货考验“眼力”，每逢网购活动

商家五花八门的“购物津贴”“瓜

分红包”“满减”“礼券”考验“脑

力”，那么，价格较低、质量存差异

的“电商专供”则是挑战消费者

“眼力+脑力”的综合能力。有报

道曝光，通过不同渠道购买的某款

电磁炉，商品外观、功能标示是一

样的，但拆开以后发现，网购电磁

炉存在部分功能被阉割、做工粗劣

等问题。不少消费者反映，网上搜

到同品牌同款商品的价格虽然便

宜不少，但收到货后却与实体店有

差距。

“电商专供”其实并不是一个

新名词，顾名思义，是指为电子商

务量身打造、只供网店线上销售的

商品。一定程度上，为满足线上消

费者追求低价的消费心理，一些商

家想出线上、线下商品采用不同生

产线的方法，降低线上商品成本的

同时，避免同自己品牌的线下销售

产生冲突。

这些“电商专供”款并非假货，

但部分商品存在“低价劣质”、服务

打折、维权无门等问题，如何界定

其是否违规违法？《北京青年报》

称，一些鞋服、箱包、家电、卫浴、

纸品更成了“电商专供”的重灾

区，简直让消费者防不胜防。更值

得注意的是，“电商专供款”产品

只要符合国家相关的生产标准，并

不属于假冒伪劣产品，所以难以通

过相关法律法规予以监管。换言

之，“电商专供”商品的出现，只是

厂商的一种营销策略，即便可能对

消费者的利益带来损害，但并不违

法违规。

对此，《工人日报》评论称，业

无信不兴，“电商专供”低价劣质的

现象必须被及时纠正。市场监管

部门对电商市场的线上巡执法力

度、监管水准与要求，要与线下市

场管理保持一致，甚至应该高于后

者。对电商平台出现的违法行为，

可以利用大数据、AI技术进行更精

确的管理。要把电商企业在网上

的违法、失信行为纳入征信系统

中，让失信企业真正有“痛感”。

消费理念升级
拼价格变为拼品质

2000元以上高端美发护发类

产品成交额同比增幅高达220%；

除菌烘干、大容量超快洗功能的家

用洗碗机成交额同比增长500%；

高速路由器6月18日前1小时销

量是去年同期的27倍……品质化

的消费升级新趋势，在京东的

“618”成交额中得到充分体现。

“趁着这一波年中大促，给老

妈换个无绳吸尘器，之前家里的吸

尘器不仅要边走边找插头，对于毛

发吸力还不够大。”家住河北唐山

的邹先生还兴奋地告诉记者，“马

上乔迁新居了，这个‘618’也给新

家添置了电视、音响、加湿器等智

能家电，用手机就能远程控制，太

方便了。”

随着电商购物节一次次来袭，

消费者迎接“过节”的心态也趋于

理性，消费理念也在迭代升级，不

再只追求价格低廉，品质消费升级

的趋势日渐明显。与此同时，不论

是电商平台，还是商家，也在加速

调整粗放式的价格比拼模式，转向

拼品质、拼服务、拼体验，满足用户

多层次的需求。

在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

主任祝宝良看来，购物节也是一

种宣传手段，在某种程度上说是

传统口碑相传的一个很好的运输

器，一旦有用户在平台体验到低

价质优的产品，就很有可能自己

对其进行宣传，拉着身边的亲朋

好友进行购买。形成良性循环

后，电商平台才有可能进行下一

轮的宣传和促销，引导消费者增

加购买。因此，未来随着消费升

级，提高用户消费体验、满足用户

消费需求的精耕细作式购物节，

才可能成为赢家。

□ 马树娟

一箱同品牌的纸巾网店售价

便宜一二十元，一件同品牌同款

的 服 装 网 店 售 价 是 实 体 店 的 一

半，一款看似一样的电视机线上

线下价格相差千元……眼下正值

各大电商平台年中大促，不少参

与“剁手”的消费者反映，在网上

购买的同品牌同款商品虽然价格

便宜不少，但质量却与实体店有

差距。据媒体报道，这些消费者

买到的可能就是一些品牌厂家的

“电商专供”款。

其实，“电商专供”并不是一个

新名词。早在几年前，电商行业发

展如日中天时，一些品牌厂商掌握

到在网络上购物的消费者对于价格

更为敏感后，便推出了电商专供款，

即这些产品只在电商平台上销售，

并不在线下渠道销售。

品牌厂商推出电商专供款，有

其合理性。一方面，可以有效管控

线上线下价格体系，避免线上线下

两个渠道利润互博，另一方面，也有

助于满足两个不同消费群体的购物

需求。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电商专

供商品并不是假冒伪劣产品，一般

情况下，只要是品牌厂商推出的产

品，质量也多是有保障的。让很多

消费者诟病的则在于，很多商家在

销售时，往往打出“XX 同款”等类

似的广告用语，并刻意打造出跟线

下品质一样的印象，以至于消费者

误以为两者品质一样，只是线上不

用承担线下渠道的房租等成本而显

得更为便宜。

然而，羊毛出在羊身上。目前

随着电商平台竞争的日趋白热化，

流量成本持续走高，而且电商消费

者更容易进行比价，线上销售产品

的价格更加透明，为了让自己的产

品价格更具竞争力，厂家只能想方

设法压低产品的生产成本，因此电

商专供商品的品质一般很难同线下

同款商品媲美。所以当消费者发

现网上所购商品品质迥异于广告

宣传中的“高大上”时，一种被戏

弄、被欺骗的感觉便油然而生，电

商专供也在某种程度上成了价低质

劣的代名词。

为了还电商专供以本来面目，

引导市场回归正常商业理性，首

先，作为链接消费者和商家的电

商平台要积极作为，引导生产厂

家、商家对电商专供商品做出标

识，充分保障消费者知情权和选

择权。其次，商家要诚信经营，对

商品型号、性能、材质要做客观如

实说明，且莫用“XX 同款”忽悠欺

诈消费者，给自己惹来不必要的

法律风险。再次，监管部门要加

强电商领域的广告宣传、价格执

法检查，对借“电商专供”名头欺

诈 消 费 者 的 不 法 商 家 要 严 格 执

法，维护市场公平竞争秩序，保护

消费者合法权益。最后，作为消

费者也要理性消费，切莫被不合

理的低价迷惑双眼，从而成为不

法商家的“猎杀目标”。

本报讯 记者岁正阳报道 近日，国家

发改委等多部委印发《绿色高效制冷行动方

案》（以下简称《方案》），要求3年内空调能效

提高30%，同时将严厉打击产品能效虚标、

认证检测作假、虚假宣传等行为，增大制冷

产品抽查力度。完善监督抽查结果公布制

度，将抽查检查结果和行政处罚信息纳入国

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和全国信用信息

共享平台，实行联合惩戒。

家电行业分析师梁振鹏表示，目前我国

还处于能源紧张阶段，整体而言，发电量不

能满足全部用电需求，而我国现有的制冷产

品，与日本、欧洲等发达国家相比，能效比都

比较低，制冷效率也低。《方案》提出，目标到

2022年，家用空调、多联机等制冷产品的市

场能效水平提升30%以上，绿色高效制冷产

品市场占有率提高20%，实现年节电约1000

亿千瓦时。到2030年，大型公共建筑制冷能

效提升30%，制冷总体能效水平提升25%以

上，绿色高效制冷产品市场占有率提高。

《方案》提出，强化质量责任追究机制，

严格问责追责，不符合强制性能效标准的产

品由生产企业限期召回，责令情节严重的企

业停产整顿。加大对制冷产品回收处理的

监管，规范废旧制冷产品和制冷剂的回收、

拆解和再利用。鼓励消费者监督、第三方监

督、企业互查等社会监督，规范市场行为，加

大消费者合法权益的保护力度。

梁振鹏表示，为了寻求暴利，目前不少

空调企业都存在能效虚标的问题，有一些

产品为了卖更高价钱，能源等级明明只达

到三级，但虚标为一级。所以，这次的《方

案》就在强化监督管理，这一点对空调市场

非常重要。

“信用中国”网首次公布
政府部门和国企拖欠案件

杨杨梅熟了梅熟了
近日，浙江绍兴上虞区驿亭镇的二都杨梅进入采摘期。上虞是浙江杨梅的主产区之一，所产二都杨

梅种植面积达3.5万亩，采摘期20天左右。图为工作人员在上虞舜利水晶杨梅专业合作社包装通过电商

销售的杨梅。 新华社记者 翁忻旸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