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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报道

本报记者 俞任飞

亲，我们这是电商

专供款，和实体店

有细微差别，但绝

对是正品。

视觉中国

供图

刚刚过去的 618，再度

刷新了消费者的“剁手”热

潮。

据第三方数据公司统

计，6 月 1 日-18 日，七大主

流电商平台的销售额总计高

达3180.75亿元。

“买买买”之际，记者调

查发现，网上不少商品与实

体店相比尽管价格便宜不

少，但存在“同款不同质”的

情况。有人指出，这些款式

外观看似与线下商品并无二

致的“电商专供”，在产品规

格、售后服务等方面却大相

径。

据悉，这种“电商专供”

模式，是近年来为平衡线上

线下销售渠道，在服装、电

器、日化等领域逐渐流行的。

近日，针对“电商专供”

质量缩水现象，记者进行了

调查采访。

剁手一时爽，岂知套路深
电商专供款，下单须辨清
专家指出，关于产品差异店家应事先明确告知消费者

网购的正品鞋和实体店不一样
消费者投诉，店家称是电商专供款

今年 618，北京人刘廷（化名）没有在网上购物，他解释

说，自己是被“电商专供”坑怕了。

去年，他在某电商平台看中了某品牌的经典款“大黄靴”，

“一套折扣下来，原价1300多元的鞋子，最后只要800元。”刘

廷觉得优惠力度不错，没成想付款后拿到手的鞋子，质量并不

如意。

“穿了没几天，我就觉得挤脚。”原本就对质量存疑的他，

在实体店验证了自己的想法。“和店里同款一比对，明显不一

样。”鞋侧缝线、装饰铜片、鞋内式样⋯⋯刘廷一下举出了数处

差异。

刘廷觉得自己受了骗，要求店家退货。

“亲，我们这是‘电商专供款’，和实体店有细微差别，但绝

对是正品。”尽管客服承认了两双鞋的区别，但拒绝退货。对

此，刘廷表示无法接受，“我根本没有在网店的任何一个页面，

看到‘电商专供’的标识。”

在黑猫投诉平台上，类似刘廷的例子还有不少，多数投诉

者都认为厂商没有明确告知线上产品与线下产品的区别。

此前，相关部门也曾做过有关线上产品与线下产品的对

比调查。

去年 3 月，宁波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和消保委通过线上线

下不同渠道,购买了 40 组对比样品，结果发现“电商专供”商

品普遍存在猫腻：不同渠道购买的同款电磁炉，网购款比线下

款少了一些电器元件；同型号的吸尘器，网购的吸尘器吸口比

线下的小10毫米。

2017 年 6 月，中国消费者协会曾发布《部分商品线上线

下质量、价格调整报告》。报告选取了62对124件样本，发现

线上与线下样品价格差越大，线上样品越容易出现质量问

题。而在检测出质量问题的 5 对样品中，有 3 对的线上线下

价格差在30%以上。

据披露，以冰箱为例，“电商专供”款就存在保温材料、面

板、背板、电源线等方面缩水。以成本较高的发泡层来说，电

商专供款发泡层厚度仅 3.5 厘米，线下版则是 5 厘米，而这 1

厘米多的差距，将导致冰箱的保温性能天差地别。

热衷网购的买家透露
厂家线上线下“差别供货”不是秘密

据相关资料显示，自 2014 年起，出于价格战和平衡销售

渠道的需要，“电商专供”应运而生，并在之后逐步流行到服

装、电器、日化、箱包等行业。

这两年，随着媒体曝光的增多，“电商专供”似乎正藏得越

来越深。

在几大电商平台输入“电商专供”等搜索词，不会跳出任

何商品名录。但在网络搜索中输入电商专供加上相应类型

后，仍能跳出不少“电商专供”产品。钱江晚报记者随机比对

了一款“卷纸”产品，“电商专供”卷纸虽然价格便宜十多元，但

是每卷克数比标准版少5克，纸巾的层数也由4层减到2层。

事实上，为避“电商专供”之嫌，化名为“线上定制”“尊享

专款”等噱头开始变多。

打开某电商平台，一款无线充电器正以“联合定制”的旗号

进行促销。乍一看，这款外形稍作变化的充电器，其主要配置与

标准款几乎一致，只是型号后缀多了2个字母，而价格却只有标

准款的一半。但记者仔细对比发现，标准版的锂聚合物电池，被

定制版替换成了锂电池。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尽管名称类似，但

两种电池的原材料都不一样，而前者价格明显高得多。

还有不少商家采用偷梁换柱的办法，区分线下产品与“电

商专供”。

在一些品牌旗舰店，都能在商品标签中看到“商场同款”

“专柜同款”等字眼。而当记者问起“没有该说明的商品是否

是电商专供”时，客服明确答复“是的”。

“你要便宜，我只能压低成本。”一位热衷网购的买家透露，厂

家为线上线下两条销售渠道“差别供货”，早已不是秘密。

消费者调侃，保修年限缩短
未来维修费可能远高于这一单的优惠

除了用料缩水，质量下降，甚至有的“电商专供”连售后也

与线下不同。

刘先生今年在网上购买了一台燃气灶与洗碗机。“货到就

发现做工和实体店不一样，开口全是毛刺，气门开关还少了两

个气垫。”更令他气愤的是，洗碗机才第一次使用，排水泵就出

现了问题。

直到维修时，刘先生才发现，自己的网购产品，保修年限

只有 3 年，而线下门店购买，则享受 8 年的质保年限。“这些产

品一般都是时间越久，问题越多。”这意味着，未来他因维修产

生的费用，可能远比网购带来的优惠要多。

同品牌的商品，只因销售渠道之分，就能产生巨大差别。

“线上肯定比线下成本低，都卖一样的东西，实体店的经销商

怎么会乐意？”一名从事电商多年的业内人士告诉记者，为了

避免产生同品牌的利益互搏，厂家肯定要区别化生产产品。

新闻+

相关专家表示，很多商品为品牌的“电商专供”款，“电商

专供”商品并非假货，但部分商品存在“低价劣质”等问题，而

消费者在标识不明的情况下，容易被“电商专供”商品“套路”。

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音江表

示，“电商专供”不应是“低价劣质”的代名词，“电商专供”商品

同样应该是具有商品使用性能的合格产品。

北京盈科（杭州）律师事务所甘海滨律师表示，如果遇到

“电商专供”声称与实体店“同款”，但实际不一致的情况，其行

为构成虚假陈述或欺诈。对于此类“电商专供”的欺诈行为，

根据电子商务法的规定，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应及时断开相

关链接、并责令其改进，并不得删除消费者对平台内销售的商

品或者提供的服务进行的评价。否则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将

承担相关责任。

陈音江表示，如果“电商专供”商品与线下同型号商品存

在差异，尤其是存在减配或少量问题，经营者要事先明确告知

消费者，充分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同时，他建议消

费者网购时，一定要理性消费，不要盲目追求低价，要仔细看

清楚商品的配置、数量等具体信息。

“消费者买到不合格的商品，或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购买到

‘低价劣质’的电商款商品，要保存好相关购物凭证和证据，与

商家协商解决。如果协商不成，可以向消费者协会或市场监管

部门投诉，依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陈音江说。 据新华社

专家：莫让“电商专供”沦为“电商专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