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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赵丽 

□ 本报实习生 万鹏

  一台同品牌同款电烤箱，某主播在直播间宣称领

券后下单为“最低价”，但某平台自营店的售价相比这

个“最低价”还便宜205.5元；一品牌胶原炮（美容产

品），某电商平台宣称“双十一”特惠价4599元，而去线

下某会员店购买只需要2999元……

  今年“双十一”，可能是有史以来价格竞争最激烈

的“双十一”。在大量“低价”“最低价”等宣传语下，不

少消费者却反映：不知怎么辨别是不是“最低价”，

跟谁比的“最低价”等，一些促销活动看得人一

头雾水。

  《法治日报》记者近日调查发现，在价格

战之下，一些电商平台、直播间存在“一品多

价”差价大、不同时间价格变化幅度大、“最低

价”实现程序复杂、虚假宣传等问题。

  受访专家指出，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消

费者对商品和服务有知情权，经营者不应当做虚假或

者引人误解的宣传。在“双十一”促销中，部分商家对

“最低价”的比较方式和计算方式的介绍并不清晰，保

价服务的除外规则标注不醒目，非常容易造成误解，

难以保障消费者知情权，涉嫌违反诚信经营原则。

平台直播间拼低价

消费者傻傻分不清

  “‘双十一’马上就要开始了，哪个姐妹还没找

到组织？”

  “不允许任何一个姐妹买贵了，虽然做攻略很累，

但能为姐妹们服务是我的快乐！”

  随着“双十一”临近，大批网友找到“组织”——— 某

平台“双十一”攻略相关笔记达1W+，大多围绕“最低

价”“薅羊毛”“满减攻略”“平台新玩法”等关键词展

开。评论区的网友们互相拉群提醒满减时间、抄购物

车作业、共享消费券，在互帮互助的氛围下开启“双十

一”买买买大计。

  消费者已经准备好，接下来就是比拼谁家的商品

更便宜更实惠。

  全网最低价、实打实的真低价、尾款85折起、跨店

满减、消费补贴……各大平台、直播间、商家纷纷铆足

了劲儿吆喝，释放着拼低价的决心。一些主播对带货

商品价格大喊：低低低低低……也激发了不少消费者

的购买欲望。

  “各个平台、直播间，都说自己是‘最低价’乃至

‘全网最低价’，但到底谁最便宜，我也搞不清楚。”生

活在北京的32岁宝妈刘婷说，自己每年“双十一”都要

囤点货，今年“最低价”的口号确实吸引人，但花里胡

哨的玩法、不清晰的比较方式等，让人买得很累，还不

一定能买到“最低价”甚至“低价”商品。

  记者注意到，很多参与促销的商品在前期预售公

告中并不标明活动价或者到手价，这种留悬念的做

法被业内评价为：不仅可以勾起消费者的好奇心，

还可以很好地让平台或者商家找准时机拿下“全网

最低价”。

  “毫无疑问，同一款商品价格越低对消费者越有

吸引力。所以，比价格一直是商家的主要竞争手段。尤

其是在当前的背景下，消费者更加注重商品的实惠和

性价比。很多人都说今年的‘双十一’主题就是拼价

格。”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学研究会副秘书

长陈音江说。

  零售电商行业专家、百联咨询创始人庄帅介绍

说，“全网最低价”的说法其实由来已久，以前在线下

销售时叫“全渠道最低价”。所谓的“全网最低价”大致

可分为两种，一种是指平台采购商品，将商品全部买

下便是全网最低价；另一种是限价，限制商品在其他

平台卖更低的价格，或平台商家通过补贴的方式实现

最低价。

  “‘全网最低价’通常是一个营销的说辞，用来吸

引消费者，但实际上绝大部分用户很难全网全平台去

比价，而且，限价本身违反反垄断法和反不正当竞争

法。”庄帅说。

  对于这一问题，住在北京市西城区的王女士深有

体会。她打算今年“双十一”为自家宝宝购买一些婴幼

儿用品，在两个电商平台上搜索同款婴儿连体保暖

衣，发现价格分别是219.9元和239.9元，而在某直播平

台上搜索的价格是219.7元。

  “这些平台和直播间都宣称自己的商品是‘低价’

‘最低价’，那么谁又能保证219.7元是最低价呢？”王女

士疑惑道。

  在记者调查中，有如此困惑的消费者不在少数。

  有受访者指出：商家拼价格，推出“低价”“最低

价”，消费者自然欢迎，但期待是“真低价”，透明清晰

的“真低价”，而不是一种营销噱头。希望商家多点真

诚、少点套路，让消费者真正得实惠。

“一品多价”差价大

“低价”买得看缘分

  两台手机，不同平台不断“快闪”，旁边还有一支

笔、一张纸做记录。

  即使如此，北京市民赵爽也没抢到心仪产品的

“最低价”。

  儿女一人一件羽绒服，是赵爽今年“双十一”的必

购商品。但令她焦躁的是，五六百元的羽绒服，不同平

台、直播间都说是“最低价”，但价格相差不小，有的平

台有领券优惠，有的直播间限时优惠，经过一个多小

时的比对、计算，她才确定了“最低价”，可准备下单

时，商品已显示“无货”。

  同款商品在不同电商平台甚至同一平台的不同

商家“一品多价”且差价较大，这一现象屡屡被消费者

吐槽。

  记者随机选择5款商品，包括护肤化妆品、女士睡

衣、婴幼儿保暖衣、运动鞋和脱毛仪，于11月2日至5日

观察其在不同电商平台上的价格发现，虽然各平台都

号称是“低价”“最低价”，但这5款商品在各平台之间

均有差价，差价最大的达上百元。

  比如某款女士睡衣，不同平台上同一天的价格分

别为440元、439元和358.9元。而某款脱毛仪产品，在某

直播平台显示“到手价1？？9元”，选购页面，该产品价

格显示为1899元，而在某电商平台旗舰店的价格为

1730元。

  而天津市民张娴的遭遇更“离谱”——— 同一商品在

同一电商平台上的不同店铺也存在较大差价。这是一款

电视机，在某电商平台该品牌官方旗舰店售价为2069

元，标注了“双十一”促销活动。张娴下单后，第二天去

该平台自营店发现，这款电视机只卖1867元。

  “由于是不同的店铺，还不能申请价格保护，走退

款流程，我又觉得太麻烦了，只能自认倒霉。”张娴说，

看到“双十一”促销活动就以为是“最低价”，没想到要

买到“低价”商品还得看“缘分”。

  作为资深“剁手党”，北京白领李月因购物经验丰

富，是一个500人社交购物群的群主。她向记者分享自

己购买化妆品的最低到手价公式，“理论上最低到手

价=（原价×购物券抵扣×0.83×商品抵扣-商品优惠

券）×消费券抵扣，不同平台推出的优惠券和营销活

动各不相同，有时候一件产品隔天就会涨价或降价，

甚至同一天早上和晚上的价格也不同”。

  这样的现象，也在记者对5件商品的观察中被印

证——— 5件商品中均存在不同时间点不同价格的情

况。比如11月2日一品牌脱毛仪在某电商平台上的价

格是1730元，而到了4日则变成了1830元，到了5日变成

了1899元。

  一款女士睡衣的价格同样存在变化。11月2日在

某电商平台上的价格是439元，4日变成了429元，5日变

成了379元。在另一家电商平台上，11月2日的价格是

440元，3日变成了404元，4日和5日变成了401元。

  李月告诉记者，想要拿到“最低价”，需要时刻关

注电商平台的动向，“因为有的平台推出满减的优惠，

有的平台又推出优惠券的促销，‘最低价’确实可遇不

可求”。

  她说，很多产品要想拿到“真正的低价”只能“蹲”

平台或直播间，“红包雨”“定金红包”“积分兑换”等，

消费者需要紧盯平台或直播间动态，哪怕拿到了“真

正的低价”，也累得不轻。

先涨价再促销频现

折腾半天价格相等

  在北京读大学的王帆今年“双十一”又经历了一

次商家“先涨价再促销”。

  “上午看的时候是20多元，晚上就变成了43元，经

过满减后还是20多元，这还是号称‘双十一’活动大促

销。”王帆说，她打算趁“双十一”买一些考研参考书，

发现一些商品不停地调整价格，差价很大，有的差价

达一倍甚至更多，“我就此问题找一店铺的客服咨询，

对方说‘双十一’活动期间商品价格就是波动比较大，

还送了我一张10元抵扣券让我别介意”。

  “先涨价再促销”的现象并不少见。

  来自河北的王凯告诉记者，他最近一直关注某品

牌地板清漆，10月31日晚上看促销价格不到百元，而

11月2日“双十一”活动价则变成了124元，领券后为105

元，“先提价再打折，可打完折比原来更贵了”。

  对此，北京市民刘静也深有感触。她将自己的购

物截图给记者看：一些平台或商家打着“促销”“优惠”

“低价”的旗号算计消费者，大促开始前，将商品价格

先抬高，然后通过秒杀、折扣、红包、优惠券等形式降

价，到手价有的和之前相差无几，有的甚至还高一些。

  记者在今年“双十一”活动启动前，在某电商平台

的一家店铺加购了一件护肤品，订阅时价格为253元，

而“双十一”满减优惠开始前一天价格涨价到298元，

满减过后的价格还是253元。在另一家电商平台店铺

加购的面霜，加购时价格为209元，“双十一”满减活动

开始前涨价到239元，满减后同样与日常价相同。

  此外，记者在某平台一服装店的商品页看到，该

商品“双十一”活动前搞“店铺优惠”，优惠后价格为

329元，“店铺优惠”截止日期正好是“双十一”活动开

始前，而“双十一”满减优惠后价格仍是329元。

  还有受访者说，今年“双十一”活动，很多商品的

价格不透明，只有一个券后价格，没有写活动售价，真

降价还是假降价不得而知。

  本以为预付定金就能享受“最低价”的王凯，

也被现实“上了一课”。他购买了6袋狗粮（每袋

1.5千克），按照“双十一”促销活动，在预售阶段

付了60元定金，之后又付了471元尾款，可到了

“双十一”活动第一波开售后，也就是11月3日（预售

产品支付尾款截止日期为11月3日零时），同样的钱可

以买6袋每袋2千克的狗粮，“这让我情何以堪”？

遭遇低价承诺欺诈

消费者可撤销合同

  采访中，记者发现，其实很多消费者对预购商品

到底是不是“全网最低价”、哪里能买到“全网最低价”

心存疑虑。

  “全网最低价”到底是如何产生的？消费者能不能

便捷买到“最低价”商品？

  对此，有业内人士称，实现“最低价”或“全网最低

价”，一方面是靠平台予以补贴，以吸引消费者到平台

购物；另一方面，品牌方为了去库存或者提高销售量

而进行降价促销。

  “电商的价格体系本身就比较复杂，首先和品牌

的知名度、影响力、销售规模等有关，不同品牌的合作

规模会影响品牌对渠道价格的控价能力。其次和平台

的经营模式有关，经营模式分为开店模式和自营模

式，品牌在平台上开店卖货给消费者属于开店模式，

而自营模式是指品牌把货卖给平台，平台再将货卖给

消费者。经营模式的不同会导致价格体系的不同。”庄

帅分析说。

  就产品定价权问题，某美妆品牌市场营销负责人

陈璐介绍，一般来说，品牌方会针对不同渠道、不同平

台，形成相对稳定的价格体系，如果某个渠道的价格

过低，会冲击其他渠道的销售。当同时出现两个“最低

价”说法时，价格偏高的一方处境会变得很尴尬。“现

在一些平台通过补贴的方式打造‘最低价’，大品牌还

好一些，小品牌定价权被大大削弱，连带利润空间也

被进一步压缩。”

  对此，陈音江提出，“全网最低价”的说法本身不

合理不合法，一个商家只能保证自己最近一段时间内

商品的“最低价”，“但无法保证别人的价格不比你低。

‘全网最低价’这种宣传，涉嫌虚假宣传，涉嫌欺骗和

误导消费者，违反了广告法的相关规定”。

  “如果一些主播、平台利用自身所占有市场的优

势地位，去限制其他品牌或商家自主定价的权利，这

种操纵市场价格的行为涉嫌价格垄断。不仅会损害同

类平台、商家或主播的合法利益，同时也会减少消费

者获得物美价廉商品的购买机会，涉嫌伤害消费者的

合法权益。”陈音江说，根据价格法的规定，除涉及国

计民生、资源稀缺、垄断的商品外，经营者享有自主定

价的权利，根据其经营成本和市场供求状况进行定

价，定价要遵循公平、合法、诚信的原则。

  “当然，在定价过程中需要注意：头部商家不能串

通操纵价格市场；不能故意以低于市场成本的价格倾

销、扰乱价格市场；不能故意捏造或散布涨价信息去

哄抬价格；不能通过虚假或使人误解的价格手段欺骗

和误导消费者。”陈音江说。

  除了“底价”“最低价”，记者还注意到，今年“双十

一”电商平台商家纷纷上线“买贵就赔”服务。不少购

物平台表示，平台上所有补贴商品承诺“买贵必赔”，

如果买贵了，平台将补偿差价等额红包。

  “平台方在推出‘买贵必赔’服务时，应全面、准

确、真实地告知消费者该项服务的具体规则，包括价

格信息、赔付条件等与消费者切身利益相关的信息。”

在陈音江看来，总的来说，价格保护机制，对商家来说

是一种承诺，对消费者来说是一种保障，关键是商家

的价格保护规则要公平合理、公开透明，相关信息要

真实、全面、准确，不能通过虚假或引人误解的信息欺

骗和误导消费者。

  陈音江说，消费者看到商家的价格保护宣传时，

一定要仔细查看规则，看清保的是什么价，价格保护

的具体范围、周期以及兑现方式等。否则，如果商家的

政策设置了条件，或者价格保护的周期太短，则很难

起到价格保护效果，事后维权也比较麻烦。

  还有从事消费者维权的律师向记者表示，在“双

十一”活动中，商家往往会在宣传海报或者商品主页

上承诺为全年“最优惠”“最低价”等，消费者基于该意

思表示购买了商品，若“双十一”价格比平日价格更

高，那么商家的行为符合民法典的规定——— 以承诺低

价的欺诈手段使消费者购买了并非优惠价格的商品，

消费者有权撤销买卖合同，要求商家退货退款。

  （受访消费者均为化名）

漫画/高岳  

□ 本报记者   李  娜  

□ 本报通讯员 侯宪锋

               代  瑜

　　

　　浏览网站时，发现一个

“人像引擎”网站，号称通过

一张照片就能搜出与照片

上人物相关的全网偷拍照

片和视频。担心自己曾被偷

拍，便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注

册会员并交费，发现在网站

上搜索出来的照片和视频

都是网络上公开的，意识到

上当受骗后立即到公安机

关报案。

　　这是山东省济宁市泗水

县居民于先生的受骗经历。

  泗水县公安局接到报

案后，立刻开展侦查，顺线

深挖打掉一个以开发建设

“人像引擎”网站、骗取注册

会员钱财的非法利用信息

网络不法团伙，抓获8名犯

罪嫌疑人，收缴用于作案的

手机、电脑、银行卡等物品，

扣押、冻结涉案资金6 0 余

万元。

　　“注册完成后，我用自己

的脸部照片进行搜索，结果

搜出来的信息和我没有任何

关系，搜索出来的照片和视

频都是在网络上公开的，我

感 觉 上 当 受 骗 了。”于 先

生说。

　　接到报案后，泗水县公

安局立即开展调查取证工

作，由网安大队牵头，从刑警

大队、派出所抽调精干力量

成立专案组全力侦破。

　　专案组民警很快找到这

个“人像引擎”网站，网站以

“一张照片搜索全网偷拍视

频”为噱头吸引网民点击

登录。民警发现，网站附有

两张人脸追踪图片，内容

是 偷 拍 的 宾 馆 开 房 不 雅

视频。

  “放这种照片的目的

有两个，一是引起网民恐

慌，担心被偷拍；二是挑起

网民猎奇心，以此吸引网

民注册会员。”专案组民警

告诉《法治日报》记者。

　　专案组民警经过侦查发

现，一名账号为“梅超风”的

网民在国外某社交软件上推

广该“人像引擎”网站，而“梅超风”的账号注册IP地址为

浙江省杭州市。根据这一线索，警方开展分析研判，确定

了“梅超风”的真实身份为浙江人章某。随后，专案组民

警赶往浙江，将犯罪嫌疑人章某抓获。

　　抓获章某后，泗水县警方立刻进行讯问。经查，章某是

“人像搜索引擎”的一名推广员，网站由网名叫“上山打老

虎”的人建立，他们之间并未见过面，只是在网络上认识。民

警分析认为，“上山打老虎”是该案的关键人物。经查，其真

实姓名为郑某。

　　据章某供述，郑某让其做代理推广人并根据推广量进

行提成。随后，郑某发展犯罪嫌疑人尚某、陈某、郑某兰为下

线推广员。尚某、陈某、郑某兰利用一款社交软件账号，推广

“人像引擎”网站，通过后台网站注册代理号生成代理链接。

郑某根据链接数量，计算每人的推广量并支付相应的推

广费。

　　警方根据章某的供述以及其他证据材料，认为“人像引

擎”网站的背后是一个以开发建设网站、发展下线推广员推

广、诱骗网友注册网站会员并交纳注册费的非法利用信息

网络不法团伙。

　　在初步查清郑某不法团伙成员组织架构、掌握其涉案

事实后，泗水县警方决定开展抓捕，将犯罪嫌疑人郑某抓获

归案。

　　经讯问，郑某供述了自己在2022年10月利用所学计算

机专业知识建立“人像引擎”网站的事实。网站建成后，为提

高网站转化率，郑某发展章某等人为代理推广员进行推广

引流，发展下线代理人员，网站通过注册会员收取费用

获利。

　　经过警方查证，“人像引擎”网站会员共有三级，分别

为V1级青铜、V2级白银、V3级黄金会员，查询权限分别为

1次、5次、不限次数，会员注册费分别为75元、176元、297

元。郑某按期将推广费给章某，章某则通过网络支付给陈

某，陈某再根据约定的价格和推广量与尚某等人进行

分成。

　　让专案组民警感到惊讶的是，经过第一时间固定证据，

发现该网站注册会员竟超过10万人，遍布多个地方。根据该

团伙成员之间的转账流水等确认，犯罪嫌疑人郑某违法建

设网站所得10万余元、代理提现25万余元。其中，章某违法

所得6万余元，犯罪嫌疑人郑某兰、陈某、尚某各得5000元至

7000元不等。

　　根据犯罪嫌疑人郑某供述，“人像引擎”网站只有“图片

搜索”功能，当网民用脸部图片进行搜索时，并不能搜索到

所谓的偷拍图片和视频。

　　此外，在办理该起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犯罪时，办案民警

还顺藤摸瓜打掉了由犯罪嫌疑人郑某兰组织的利用国外软

件传播色情淫秽视频案。经查，郑某兰注册使用某境外网站

账号，其账号关注者达16万余人。去年12月以来，郑某兰创

建通讯群组，将犯罪嫌疑人黄某等7人设置为群管理员，在

群内传播淫秽视频，通过收取门槛费的方式邀请他人进群

牟利并按照约定分成。

　　确定该不法团伙成员身份信息后，泗水县警方抽调精

干力量组成多个抓捕小组，分赴天津、湖北、河南等地开展

集中抓捕，将犯罪嫌疑人王某等8人抓获归案。

　　经查，郑某兰创建的两个通信群内共有视频109段、图

片87张。经鉴定，其中淫秽视频81段、淫秽图片7张，共收取

群成员进群门槛费合计人民币20余万元。目前，上述涉

案人员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办

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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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双十一”，哪有“最低价”？
记者调查寻找“全网最低价”商品

  随着互联网的迅猛发展，网购已成为人们的主要消费方式之一。随着一年一度的“双十一”来临，各大平台、直播间相继推出各种各样的

促销活动，吸引了大量消费者的目光。

  今年的“双十一”，“低价”成为最热词。电商平台、直播间纷纷喊出了“低价”“真低价”“底价”“最低价”“全网最低价”等宣传口号，大有

“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的意味。

  可是，一些平台、商家的“最低价”“全网最低价”真的靠谱吗？“最低价”下的商品质量可靠吗？在“双十一”来临之际，《法治日报》法治经

纬版推出专题报道，敬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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