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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 11”购物节开启，全国快递业进入
黄金运输期。11月4日，中国消费者协会邀
请中消协律师团律师从法律层面，对消费者
反映强烈的快递业“霸王条款”进行点评。

消费者在寄递快件时，常会遇到这样的
格式条款：未保价的普通快件破损、毁损，文
件、物品破损但不影响主要功能，若您可提
供有效货值证明，加盟网点按照有效货值的
20%赔偿，文件类最高赔偿100元，物品类最
高赔偿 300 元；若您不能提供有效货值证
明，加盟网点按最多10倍运费赔偿，文件类
最高赔偿100元，物品类最高赔偿300元。

中消协律师表示，各快递公司都在快递
服务合同中约定了各自在一定限额内的未
保价赔偿规则，但这些规则并没有消费者协
商修改的余地。而且，快递公司约定的限额
赔偿责任低于快件实际价值时，消费者的实
际损失得不到补偿，减轻了快递公司的赔偿
责任，对于消费者显失公平。

快件已经保价，因格式条款的设置，仍
然会存在不公平。快递企业对“保价”的解
释与消费者的理解存在分歧。快递企业的

“保价”规则属于最高赔偿限额，实际赔偿时

要根据快件的损毁情况确定具体金额，最高
不超过保价金额。普通消费者对“保价”的
理解是快件出现损毁情况，快递企业就应当
按照保价金额进行赔偿。快递企业有义务
在接受托寄前，向消费者主动阐明具体的保
价赔偿规则，如果告知不清楚，对格式条款
的理解发生争议时，应当作出不利于提供格
式条款一方的解释。

疫情期间，部分小区被划定为高风险地
区而导致快件需要消杀、管控等，小区解封
后，消费者发现其暂停配送，保存在快递网
点的物品丢失了，快递公司无法完成送达，
并以疫情防控措施为由拒绝赔付。

针对这种情况，中消协律师认为，疫情
期间，因防疫需要对快件进行消杀或者由快
递网点保存而暂停配送，并不等于快递企业
可以随意处置消费者的快件。防疫期间，快
递企业应当妥善保管好消费者的快件，出现
快件丢失、破损、短少等情况的，应当按照约
定进行赔偿，不能以防疫措施为理由推卸赔
偿责任。防疫措施解除后，快递公司应当按
照收件地址尽快安全送达。

据《北京青年报》记者 王薇

中消协点评快递业“霸王条款”

未保价快件受损按低限赔偿不公平

本报讯（记者 林金
彦）一年一度的“双 11”

即将到来，11 月 4 日，聊城市市
场监督管理局、聊城市消费者协

会发布“双11”消费提示，广大消费者要
理性购物，科学消费。

“双11”期间，商家各种各样的促销和打折
活动层出不穷。消费者要按需购物，理性参与
各种打折、促销活动，从信誉度、成交记录、评
价详情等多方面对卖家信誉进行评估，对于甩
卖、清仓、最低价等优惠打折的商品，要对比平
时的销售价格，警惕价格陷阱；参与预售活动
要重点关注支付和退款规则；参加拼团购物前
应仔细查看商品介绍、发货时间、退换货服务
等信息，尤其是大件商品、贵重商品，建议多比
较，选择口碑较好的平台。

消费者要选择正规平台，谨慎预付定
金。网购时，应选择具有一定规模且信誉良
好的电商平台，从信誉度、成交记录、评价详
情等多方面对网店进行评估，做到货比三家，
防范刷单炒信。“双11”预售期间，不少商家通
过预付定金等方式售卖商品，消费者要注意

“定金”不等同于“订金”，一般情况下，预付的
定金是不可以退的。建议消费者慎重交“定
金”，详细了解“定金”使用规则，做到三思而
后行。网购支付时，消费者要通过平台提供
的正规支付渠道和正规流程购买，绝对不要
轻信卖家提供的第三方支付链接或二维码。

消费者要保留购物凭证，积极依法维
权。消费者在网上购物时应及时保留好相
关原始记录，如该产品页面宣传、直播时的
广告宣传、商家承诺内容截图、聊天记录、购
买记录、支付凭证、物流信息等，防止商家删
除相关信息后难以恢复，给后期消费维权带
来难度。同时，消费者在发现商品质量不合
格或与宣传不相符等问题时，应及时与商家
协商解决；如果协商不成，首先向平台客服
反馈，交涉不成，可拨打市民热线 12345 或
12315 维权热线进行投诉举报，或者通过诉
讼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此外，消费者也要注意“双11”期间交易
量激增可能导致商家备货不足，为避免退货
损失运费，消费者可选择自带运费险的商品
或在下单时购买运费险，也可提前与商家明
确发货时间，对于食品类、易腐易坏类商品，

最好提前选购，避开物流高峰。在疫情防控期间，消费者应尽量采
取无接触收取快递的方式，注意自我防护，对快递外包装进行消杀，
做到外包装不入家门，及时洗手减少感染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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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一度的“双11”购物节已经拉开大幕，五花
八门的商品预售信息纷至沓来，除了那些我们熟知的网

购平台，新兴的网购形式如短视频和直播也丰富着我们的消
费生活。面对纷繁复杂的购物环境和火热的网络推销，提醒大

家，在享受购物乐趣的同时不要忘了擦亮双眼，提高安全防范意
识，购物时保持头脑清醒，理性购物、防范套路、依法维权，避免落入网
络消费陷阱。

编者按

新华社记者 王雨萧 白田田

一年一度的“双11”购物节正在火热进
行中。作为观察中国消费的一扇重要窗
口，今年“双11”，购物车里呈现哪些消费新
风？

国货国潮“出海”，全球好物“上新”

10 月 31 日晚，天猫“双 11”开启售卖 1
小时，102 个成交额过亿元的品牌中，国货
品牌占比过半，部分国货品牌1小时成交额
超过去年全天。

随着中国制造转型升级和本土品牌创
新力不断增强，国货国潮愈发走俏市场。今
年“双 11”，不少国货品牌更是漂洋过海，

“圈粉”一大批海外消费者。
京东全球售数据显示，“双 11”预售期

间，布鞋、绣花鞋等国潮好物颇受海外消费
者欢迎，订单额同比增长 400%；国潮走红
还带动了传统文化产品消费增长，在一些
国家和地区，历史小说成交额同比增长
380%，海外消费者尝试通过书本深入了解
中国。

“国货逆袭的背后，是国产品牌质量和
影响力不断提升。未来，持续通过产品和
服务创新，不断满足和创造新的消费需求，
将是国货实现长远发展的关键。”中国宏观
经济研究院研究员王蕴说。

今年“双11”，国货“出海”的同时，来自
全球的进口商品也在加速“上新”。新西兰、
墨西哥、马来西亚等近20个国家的商品正
陆续在京东上线国家馆，“双11”开门红10
分钟，京东国际国家馆整体成交额同比增长
超过12倍。

“理性”“绿色”“银发经济”成为关键词

“今年买的东西不多，但都是自己需要
的。”家住湖南长沙的席女士告诉记者，往年

“双 11”总忍不住囤货，有些快过期了还没
用完，今年决定按需购买，不再冲动下单。

随着各地促进绿色节能家电消费等举
措持续落地，绿色、低碳消费理念成为今年

“双11”的主旋律之一。
“双11”开门红期间，苏宁易购全国门店

一站式以旧换新订单量环比增长122%，绿色
节能家电销量环比增长126%。

此外，更多垂直细分领域消费正在崛
起，在各大电商平台，提升生活幸福感的网
红小家电、美妆香氛、原创饰品等消费增长
迅速。

能实现心率、呼吸、体动等体征实时监
测的5G智能护理床；根据银发群体口味和
营养需要量身定制的奶粉；专为老年人研发
的无线蓝牙助听器……正在上海举行的第
五届进博会上，针对老年群体设计研发的健
康好物，彰显银发经济的广阔前景。

今年“双 11”，淘宝天猫、拼多多、抖音
等电商平台数据显示，中老年人体检服务、
营养保健品、家用医疗器械等产品销售均迎
来大幅增长。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王一
鸣表示，中国老年人口规模大，老年产品和
服务市场发展潜力巨大。随着老年人消费
需求从“生存型”向“发展型”转变，消费层次
不断提升，医疗健康、智慧家居、旅游度假、
文化娱乐等产业将提质扩容，有效拓展国内
需求，孕育经济增长新动能。

新华社北京11月7日电

“双11”购物车里的消费新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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