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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便利规则成敛财手段

一些外卖平台会与保险公司合作，制定极速赔付规

则，一旦用户吃到“问题外卖”，可在APP内上传相关证

明，提交理赔申请，就能在短时间内获得理赔结果。不过，

有人利用外卖平台快速赔付规则行骗，湖北省武汉市江汉

区法院近日就宣判了这样一起案件。

被告人阮某通过外卖平台点单后，制作了食品有异物

的虚假图片，并以食品卫生问题为由向平台申请赔偿，从

中获取赔偿金。6个月内，阮某使用多个账号向平台恶意

索赔115笔订单，骗赔总金额近2万元。

在江西永丰警方今年查处的一起案件中，谢某发现一

网购平台有“极速退款”的服务承诺。利用该规则漏洞，谢

某伙同张某先是大量购买该平台商品，收到货后以商品过

保质期、发错货物等理由向平台申请退款不退货，之后再

将已到手的商品转卖掉。两人用此方法，共申请退款

3000余单，累计金额达20余万元。

在许多电商平台，向新用户提供优惠券也是一种常见

的拉新手段。今年8月，江苏南通警方破获了一起利用电

商平台新用户福利“薅羊毛”的案件。袁某通过在电商平

台注册新用户，随后获得账号上的优惠券和红包。袁某采

用积少成多的方法，在平台上一共套取3万多元。

记者还发现，在网约车、共享单车等平台，有一些用

户利用平台“先用后付”的机制逃单。有乘客会注册多个

打车软件，逃单后便不再使用该账号。也有乘客购买多

个虚拟号码注册打车，从而多次逃单，后续追索车费也面

临困难。

是商家“玩不起”还是用户“玩脱了”

“规则是商家制定的，商家是不是玩不起？”“‘薅羊

毛’的人那么多，别‘玩脱了’就行”……记者在采访中发

现，一些消费者对于利用平台规则漏洞“薅羊毛”被处罚

感到不解。

近年来，利用电商漏洞大规模刷红包或刷单已逐渐发

展出了完整、成熟的产业链。其中不乏黑灰产团伙使用技

术手段不正当牟利。

对于用户“薅羊毛”的行为是否违法，北京德恒律师事

务所合伙人、网络与数据研究中心主任张韬认为要视不同

情况来具体分析。“首先要看消费者的行为是善意的还是

恶意的。就‘羊毛党’而言，如果是正常利用平台优惠促销

信息下单购买，按照商家的优惠政策进行交易得到实惠，

属于合法正当交易行为，其交易受到法律保护。同时，根

据平台促销活动或在规则允许范围内，即使一人获得了多

份优惠券，也属正常。但如果是利用技术漏洞或者通过其

他非法技术手段，恶意获取利益或者套取现金利润时，则

可能构成不当得利或其他违法行为，情节严重的，还可能

涉及刑事犯罪。”

新业态良性发展呼唤诚信

今年5月，上海市徐汇区法院公开宣判的一宗“薅羊

毛”诈骗案曾引起广泛关注。在校大学生徐某利用在肯德

基客户端下单时发现的技术漏洞，将骗取来的套餐产品通

过线上交易软件低价出售给他人，从中非法获利。同时，

徐某还将犯罪方法当面或通过网络传授给丁某等4名同

学。法院以徐某犯诈骗罪、传授犯罪方法罪，判处其有期

徒刑2年6个月，并处罚金6000元。

“诚信原则要求一切市场参加者在不损害他人利益和

社会公益的前提下，追求自己的利益。消费者在交易中违

背诚实信用原则必然会损害正常的市场交易秩序。”陕西

学高律师事务所律师刘晶表示，在一些新业态模式中，消

费者可能从恶意“薅羊毛”行为中获利，但这不仅不利于新

业态良性发展，长此以往消费者也会受到不诚信的反噬，

甚至构成犯罪。

“消费者在交易中违背诚实信用原则会损害商家的利

益，也可能会导致商家在策划某些优惠、让利活动时更加

谨慎，因此有可能间接地使本来对消费者有利的规定和优

惠逐渐缩小空间。”北京云嘉律师事务所副主任、中国政法

大学知识产权中心研究员赵占领认为，一些恶意“薅羊毛”

的行为往往存在违法成本较低的情况，用户通过不断更换

新号就可以继续进行不正当牟利。

张韬建议，电子商务平台应当针对相关漏洞产生的

原因，对症下药，建立起熔断合规机制，保证系统和网络

安全。

发现
快递保价无统一标准
同价值费用差近10倍

目前，针对消费者寄递的贵重物品，国内各快递公司

的通常做法就是建议保价并收取相应保价费。但因为没

有保价费的统一标准，很多消费者也不知道到底哪家快递

公司的保价费便宜。

上海市消保委实际测评显示，大部分快递公司的保价

费按照消费者寄递的物品声明价值划分收费区间，相对低

一些的声明价值实行定额保价费，而声明价值较高的实行

比例保价费率。

在同等申报价值的快件中，价格也存在差异。其中，

价值1000元以下的快件，保价价格在0.9元到8元不等，

价值万元的快件保价金额从24元到100余元不等。记者

了解到，大部分快递公司会设置单票最高声明价值或实际

价值上限，一般为2万元到3万元。上海消保委数据称，

京东单票保价上限30万元，德邦最高声明价值可以达到

100万元。

调查
保价政策各公司都有
快递员拒收“理由”多

虽然每家快递公司都有保价政策，但到具体执行上则

会出现很多状况。目前，个人寄快递较为流行的方式是小

程序或APP下单，但申通等一些快递公司的小程序里下

单页面中就没有保价一项。记者咨询了部分快递客服，对

方表示，如果自助下单后要求保价，可以让收件的快递员

进行操作。但是，在快递员这边，保价却成了一个“难题”。

“您这个电子产品，要是保价的话，我建议您还是问问

顺丰，我们收不了。”某通达系快递小哥表示，对于为何不

收，小哥语焉不详。另一家不愿意收寄文件保价快递件的

快递公司则表示，不能确认保价品的价值。

记者了解到，很多快递公司对于承保物品都有相应规

定，比如圆通不承保发票、票据等无法核实真实价值的物

品；韵达对冷藏物、工艺品等都不能保价。不过，一些被快

递员拒绝收寄的快件有的也不在上述范畴。

原因
高价快递出问题赔偿难
“可能一个月就白干了”

对此，一些快递从业人士表示，目前部分快递公司还

是加盟制，如果高价值快递出现问题，加盟站点会承担赔

偿责任，这也就导致了部分快递站点不愿意为客户保价或

者明确不收寄高价值的快递。“对于他们来说可能一个快

件就赚一两块钱，但是保价件一旦出问题，可能一个月就

白干了。”

此前也有类似情况发生，而更多的是保价后出现的赔

偿问题，比如“一箱6瓶飞天茅台，寄件时按市面价格

4000元一瓶保价，赔偿时却只能按出厂价1499元一瓶来

赔”，“明明交寄时让快递员按照1.4万的价值保价，但快

递员下单时只填了5000元的价值，到理赔时就说只能赔

500元”……

记者在黑猫投诉平台上看到，关于快递保价的投诉有

1万余条，除了保价后快递丢失、损坏的纠纷外，投诉问题

还包括快递员收费时私自为用户增加或减少保价金、客服

推诿不给保价等方面。

关注
保多少就赔多少？
快递公司不这么算

不少消费者认为保价价值就等于消费者能获得的赔偿

金额，快递公司则表示这些都写在相关条例里。记者查询

了部分快递公司的保价条款，就有公司将情况分为“足额投

保”和“未足额投保”。该快递公司客服解释称，假如快件是

800元的商品且有发票或凭证，如果保价声明价值是1000

元，那么一旦丢失了，按照实际损失赔偿800元。如果声明

价值是500元，则按照保价比例，赔偿625元。当然如果快

件只是损坏了部分，那么可能赔付的比例会更少。

而对于这些条款，在小程序或APP下单的用户，如果

不勾选则无法完成下单，快递员当面揽收的快件则不会主

动告知上述情况。

上海市消保委提醒消费者，消费者如果有快递保价需

求，可以提前了解下各快递公司保价费收取标准并测算下

保价费用，下单前联系承保快递公司确认保价费用及其他

相关注意事项。

不过，也有法律界人士表示，目前针对快递保价频频

出现纠纷，有关法律部门应出台更为细致的法律法规，对

快递保价的赔偿标准、索赔主体、举证责任等进行具体规

定。减少消费者维权的困难和不必要的诉累。

新华社 徐骏 作

无统一标准，同价值费用差近10倍
快递保价门道多

《北京青年报》张鑫

日前，上海市消保委针对快递保价费进行了测评并发布了结果。记者了解到，各快递公司对保价都

有自己不同的要求和计费方式，保价费用差别明显，同等申报价值的快件保价费用可能相差近10倍。

此外，不少消费者认为保价价值就等于消费者能获得的赔偿金额，但是快递公司却有一套自己的计

算方式，因此针对快递保价的纠纷也频频出现。

便利规则成敛财手段
平台能否用熔断机制堵住“薅羊毛”漏洞

《工人日报》曲欣悦

许多新业态平台企业为了吸引用户，推出新用户首单优

惠、到货不满意极速退款、打车软件先用后付等规则，但有用

户恶意利用这些规则漏洞“薅羊毛”，甚至故意敛财涉嫌犯罪。

制造“问题外卖”恶意索赔115笔订单；利用“极速退款”大

批量退了3000余单；“薅”新用户福利的“羊毛”套取3万余元

……近日，多地警方破获用户恶意利用平台便利规则的漏洞

“薅羊毛”构成诈骗的案件。律师表示，诚信原则要求一切市

场参加者在不损害他人利益和社会公益的前提下追求自己的

利益。在一些新业态模式中，消费者可能从恶意“薅羊毛”行

为中获利，但这不仅不利于新业态良性发展，长此以往消费者

也会受到不诚信的反噬，甚至构成犯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