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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促期间，推广之余，不
少博主还会出来打假，其对
象是电商平台上的一些官方
旗舰店。可能人们没有意识
到，在官方旗舰店里往往也
会买到山寨版。

“收到货我就发现，不仅
颜色和之前推荐图片上看的
相差甚远，还有出水不畅的
问题，外包装看着却几乎一
样。”网友小果发帖称，自己
在某官方旗舰店购买了一款
眼线笔，再三追问客服，才发
现只是国内厂家的同名产
品，与“种草”的那个外国品

牌没有关系。
业内人士告诉记者，知

识产权具有地域性特征，海
外品牌进入中国市场时，需
要在我国注册本地商标。并
不是在国外拥有了某个商
标，在中国就能自然拥有。

如果先于尚未进入国内
的品牌抢注本地商标，商家
即可向电商平台提供商标注
册证或商标受理通知书，从
而注册品牌旗舰店。被抢注
的品牌后续如果想要入驻国
内电商平台，就得换成别的
名字才行。

记者发现，由于商标抢
注造成的“品牌迷惑”在电商
平台十分常见。虽然这些山
寨店看上去钻了漏洞，但于
现行资质流程而言并不违
规。询问客服，通常也会对
出身如实相告，如无实质性
的质量问题，是不能称为假
冒产品或虚假宣传的。消费
者如果不想被蒙在鼓里，购
买前需要了解目标品牌有无
在国内开设官方旗舰店，准
确名称叫什么，以及查看店
铺的企业资质等相关信息，
再作出具体判断。 （魏婧）

官方不保准 谨慎辨山寨

促销大战打响

“双十一”是真优惠还是玩套路？

据北京晚报报道，离今年“双十一”还有近半个月的时候，各大电商平台、主播、商家的促销大战就已经进行得如火如荼。无论你想不想，在
这一狂欢拉锯战中基本难逃相关信息的轰炸。面对越来越复杂的游戏规则，参与其中的消费者不仅要“做功课”“抄作业”，还要忙着加群拼团转
卖。与此同时，黄牛党、山寨店也在蠢蠢欲动。

“表姐，今年跨店满减的
优惠券去哪领呀？”10 月 27
日，看着自己购物车已经陆续
添加进来的十几种商品，北京
市民小姚突然想起一个关键
问题——平台宣称的满减优
惠，印象中往年需要提前用购
物积分去兑换优惠券，结算的
时候使用。今年翻遍了页面，
也没找到领优惠券的位置。

“目前不用领，到时候满
金额了会直接减掉。”发出求
教信息后，小姚很快收到表姐
这位“优惠券达人”的回复。
她刚感慨了一句“还好，这样
还挺方便”，手机又振动起来，
是表姐补了句叮嘱，“提前一
两天很可能会有大额券出来，
满一两千减一两百或几千减
几百那种，有的话就领，和满
减都可以叠加使用。”

“咋还有个大额券，提前
放出来是放在哪里，要不要掐
点去抢……”小姚感觉自己的
脑袋又成了糨糊，将手机扔在
一边表示放弃。经历了多年

“双十一”，对她而言，伴随着
战线抻得愈长，玩法也愈发复
杂，要记的时间节点和新概念
名词更是层出不穷。“其实这
一次规则还算是简化了的，我
印象中最复杂的是两三年前，

组战队叠猫猫那会儿，定金膨
胀、盖楼返现……页面宣传的
到手价怎么也凑不到，想捡点
便宜需要花费大量时间。”

今年“双十一”，小姚感受
到最多的关键词是“攻略”。
哪个东西怎么买更加划算，
打从 10 月中旬开始，各种比
价表格就在满天飞了。和各
平台比、和免税店比、和往年

“双十一”甚至“618”比，还要
精确换算到每克、每毫升的价
格……社交平台搭上“购买攻
略”的帖子都有着不错的阅读
量。这些帖子，表姐也发来了
好几篇，但密密麻麻的小字让
她实在没有耐心细看。

回想起自己首次掺和“双
十一”，还是在2014年。小姚
特意翻出当时的订单——那
会儿还叫作“11.11 购物狂欢
节”，没有“预售”更没有“抢
跑”。11月 11日当天下单的三
本书，原价108.8元，不需要定
金、红包、满减，直接五折54.4
元。天猫积分自动优惠 0.87
元，最终支付53.53元。“其实
现在促销后也差不多是这个
折扣，却要求你早早关注、提
前付款，还得完成各种活动任
务，好怀念曾经轻松简单的

‘双十一’呀！”

攻略满天飞 惹人频怀旧

磨毛四件套、松下电饭
煲、戴森吹风机……在格格的
手机备忘录中，待购名单已经
列了一屏幕，且还在不断添
加。对她这种适应了“双十
一”玩法的买家来说，规则复
杂程度并不是门槛，甚至通过
加加减减拼凑优惠，可能还是
一种乐趣。“最难克服的，是自
己看什么都心动的情绪。”

作为独居青年，格格日常
消耗各种物料的速度本就不
快。家里翻翻，还能找到去年
买的卷纸、前年购的洗衣液，
足够再用三年的粉底。“可是
促销信息接连轰炸，只要看上
一场直播，你总能挖掘出自己
还需要补货的地方，如果不抓
住机会就亏了。”

和格格一样陷入矛盾的
年轻人不在少数，一边疯狂心
动，一边努力收集残余理智，
与自身的“仓鼠囤积症”做斗
争。社交平台上，不少用户纷
纷晒出家中库存的图片，尤其
是昂贵的美妆护肤产品，“就

为了看直播的时候，摆在旁边
提醒自己少买。”有位用户提
问，如果这次不买，自己的库存
能不能撑到下个“双十一”？
评论中上演花式劝阻，“醒醒
姐妹，中间咱还有‘618’。”“用
不完的护肤品，终将会变成身
体乳，你花那么多钱，最后都
抹身上了不心疼吗？”

除了补充几个粘贴灯带、
收纳抽屉、桌布桌垫等家居用
品外，孙妍已经决定今年不再
囤货了。“之前买的很多东西
还没用完就有点腻了，只想尽
快消耗掉，体验并不好，那种

‘每次多用点儿’的紧迫感，无
形之中也造成了浪费。”

在她看来，如今商家创建
的“消费节”林林总总，除了

“双十一”还有年货节、“618”、
“双十二”……互相之间都会
衡量，价格不会差太多。还是
随着心情，随买随用新鲜的更
好。“而且最近我和几个朋友
都发现，吃、喝、用什么样的大
牌产品都不如多睡点儿觉。”

体验感打折 囤货恐浪费

同事朋友拼、同校学生
拼、同城网友拼……相比直
接减钱，“双十一”惯用的营
销套路是走量，往往以足够
多的中小样凑成买一送一、
买二送二等套装。如果觉得
用不完，又实在想要尝试，

“拼单”这一购买方式近年来
也被频频提及、愈演愈烈。

“我和楼上邻居一起拼
娇兰的精华水，每人正好
两瓶，都能用完。”彤彤妈
妈表示，一些价格昂贵，又
要买得多才划算的商品，
她会考虑拼单。但目前找
来 找 去 ，也 只 拼 成 了 一

单。“因为我只打算和认识
的人拼，见面好商量，否则
太容易产生纠纷。”

以“拼单”为关键词搜
索，记者发现不同平台都有
大量的话题、群组可供加
入。身边找不到熟人拼单的
网友们纷纷拉帮结伙，宣称
可以通过二手平台交易、可
邮寄等，以扩大能够拼单的
范围。

然而细看会发现其间风
险重重。例如，有人要求参
与拼单者提前支付定金，跑
单不退。“很多热门促销产品
未必能抢得到，如果买都没

买到，又不愿意给人家退钱，
到哪儿去找呀？”彤彤妈妈质
疑。可如果不付定金，万一
买到了货，参与拼单的人又
反悔不要，就只能购买者自
己硬着头皮去消化了。

此外，发起拼单者在算
账时，基本都是按商品标价
算钱。“实际上合并付款，跨
店铺的平台满减都没有计算
在内。”有网友反映，不少“双
十一”的职业黄牛，会靠拼单
来赚差价。“更何况，对方寄
来的产品是真是假，质量怎
么保证？真的很难相信一个
根本不认识的人。”

拼单求实惠 别找陌生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