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哈哈哈哈，打不过我吧？没有办法我就是这么强大。”这两天，这首抖

音神曲应了不少人的心境。

前日，不少人的朋友圈被一篇名为《我一个世界五百强做食品的，被抖

音卖烤虾的骗了》的文章刷屏，“怎么说呢，似曾相识。”有网友评论。

昨日，抖音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回应：“广告主已经对消费者退款，平

台也在与用户积极沟通赔偿问题。平台已第一时间下架涉嫌

存在虚假宣传的问题广告，并暂停烤虾类商品广告上线，对此

次违规的商家进行清退处理。”

短视频平台的线上带货能力从未让人失望。此次事件一

出，有人开始关心：“带货小能手们，带的都是啥货啊？”一时间，

无数人在各大论坛、微博、公众号留言中，吐槽自己相似的经

历。短视频平台对商户没有监管吗？消费者权益保障机制呢？

货到付款，钱付了货到手，打开却懵了

一条大妈吃烤虾的短视频引发购物风波

带货短视频：看了动心买了堵心
本报记者 朱银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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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视频、社交平台的出现，催生出了不少

新的职业。视频达人、网红主播、微商，甚至

务农的大伯大妈，都有可能成为带货能力超

强的网红。

比如，小猪佩奇就可以说是抖音涉足电

商的现象级案例。有人说，从儿童周边到全

网断货的现象级爆款，中间只隔了一个抖音

的距离。

这些平台，因为开启了商品买卖服务，又

被称作“二类电商”。

简单点说，主流的电商平台如阿里系和

京东等是一类电商，而在手机百度、腾讯新

闻、今日头条等信息流移动平台上，依靠流量

广告做单品销售的商家则为二类电商。二类

电商中，从商家选品到买家收货的交易过程

很短，并且，交易方式有线上和货到付款多种

（多为货到付款）。

那么，这些平台是如何管理商户的呢？

记者在一家短视频平台上刷到一家卖内

衣的店，销售方式与大虾相似，通过视频上的

链接进入一个电商平台，商品详情中写着：

“第一次网购？没网银？怕被骗？试试货到

付款”。

6 件东西（3 件内衣加 3 条内裤）138元还

全国包邮，按店铺的说法，可以先验货再付

钱。填写快递地址后，就可以等待收货了。

而店铺上也明确写出了商家的联系方式、售

后服务流程以及店铺营业执照，电话可拨通。

据了解，抖音上大多数商户用的是字节

跳动的“鲁班系统”。鲁班系统是字节跳动旗

下的电商广告管理后台，其入驻须知中明确

规定，需要提供公司营业执照、全国工业产品

生产许可证或食品生产许可证、食品流通许

可证或食品经营许可证等证件。目前鲁班后

台只支持货到付款这一种支付模式。

如果要向平台举报、索赔，也有途径。在

抖音“设置”一栏，记者找到了“反馈与帮助”

通道，其中就包括“举报”。

抖音方面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消费

者通过抖音广告下单购买商品，如有问题，可

以拨打维权电话 400-6455-566，或发送邮

件至ecservice@bytedance.com。

短视频、社交平台成“二类电商”
诞生全网断货的现象级爆款

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互联网法律研究中

心主任高艳东表示，货到付款的方式本身不

存在问题。付钱拿到货之后发现货有问题找

不到商家，是平台对商家管理存在问题，与货

到付款方式本身无关。

在他看来，一些短视频应用平台，如果开

通了商品买卖业务，平台应依照《电子商务

法》的要求，做好商家的资质资格审核，建立

健全信用评价制度，记录、保存平台上发布的

商品和服务信息等，以保障消费者权益。对

于损害消费者权益的事件，特别是有关消费

者生命健康的商品或者服务，平台应做到及

时反映，及时处理。对存在欺骗行为的商家，

平台应采取责令改正、赔偿、关闭营业等措

施。

“新兴的电商平台，无论是社交电商还

是短视频电商，虽然其开展经营活动的形

式不同，但本质上都是通过互联网等信息

网络销售商品或者提供服务的经营活动，

应当受到《电子商务法》的约束。”高艳东

说。

如果购买商品发现被骗，消费者都有什

么样的途径可以维权？高艳东表示：“第一，

消费者可直接与商家联系，要求退货退款，如

商家存在欺诈行为，可要求价款三倍的惩罚

性赔偿，赔偿的金额不足五百元的，为五百

元。第二，消费者可告知平台该商家的欺诈

行为，由平台采取必要措施，如平台未采取必

要措施的，承担连带责任。第三，依法提起民

事诉讼。”

高艳东认为，平台的连带责任以其明

知或者应当知道为前提。若平台事先不知

情或不应当知情，消费者不能向平台索要

赔偿。消费者可直接与商家联系，要求退

货退款以及惩罚性赔偿，也可依法提起民

事诉讼。

商家欺诈消费者
平台负管理或连带责任

专家观点
简单说下事情经过：一位在 500 强企业

做食品的职场女性，深夜被短视频平台上一

条大妈吃烤虾的视频所吸引，消费后才发现

自己购入的是三无产品。

发现被骗后，她试图退货。然而她在短

视频平台上找不到自己的订单信息，唯一能

证实她确实买过烤虾的，只有一条发货提醒

短信。更神奇的是，收到货后不久，她又在短

视频平台上刷到同一个大妈吃烤虾的视频。

只是这一次，她代言的是另一个商家。

记者在百度贴吧、知乎上发现，有着相同

遭遇的网友还挺多，而且不只是一家短视频

平台。他们有的“通过短视频平台加了卖家

微信，收到货后发现被骗了，现在找不到卖家

了”，有的“在短视频平台一家卖手串的买了

手串，58 元，买到后发现是塑料的。找卖家，

他根本不理我了”，有的“买樱桃，付了钱，半

个月过去了，货不知道跑去哪了，店铺找不到

了”⋯⋯

记者总结了下，消费者在短视频平台购

买时遇到的问题大致可分为三类：一类是买

到的商品与展示商品严重不符；一类是货到

付款，货到了钱付了，看到货懵了，还无处退；

一类是通过视频加了微信，付了钱后商家跑

了。大家反映的维权障碍也很一致：联系商

家，不理。

货到付款有没有办法避免风险？有网友

支招：“先开箱验货，发现货不对就拒绝接

收。如果收到快递也付了钱才发现商品不

对，立马给快递公司打电话投诉，快递公司会

受理。如快递公司也不受理，就直接报警，让

快递公司退回快递费。”

付了钱货跑了，想退货商家消失了
短视频平台购物问题多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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