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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英东

随着互联网的飞速发展，各种新兴
的消费模式层出不穷，其中“代下单”作
为一种新兴的消费方式，迅速在网络上
兴起。然而，看似“双赢”的消费模式，却
在实际操作中暴露出诸多问题。据《工
人日报》报道，不少消费者在选择使用代
下单模式后不仅没有享受到优惠，反而
遭遇诈骗。

所谓“代下单”，是指消费者挑选好
商品后，线上联系中间商代为下单购买，
购买成功后消费者再领取使用。这种模
式的吸引力在于，中间商能够利用各种

优惠渠道和内部价格，以低于官方价但
高于优惠价的价格出售商品，从而赚取
差价，消费者也能享受到低于正常购买
价格的优惠。但这一模式，让消费者在
享受优惠的同时，也面临着不小的风险。

俗话说，天上不会掉馅饼，掉下来的
不是“圈套”就是“陷阱”。在代下单过程
中，消费者往往需要先支付一定的费用
给中间商，再由中间商代为下单。然而，
一旦中间商出现问题，如卷款跑路、虚假
宣传或服务质量不达标等，消费者的权
益将很难得到保障。代下单模式也存在
信息泄露的风险，为了完成代下单，消费
者通常需要向中间商提供姓名、电话、身
份证号等个人信息，这些信息一旦被不

法分子获取，就可能被用于诈骗、身份盗
用等非法活动。代下单模式还存在一定
的法律风险，一些优惠权益本应仅限于
特定客户，若中间商以此牟利，则可能构
成违约行为。若涉及金额较大，还可能
涉嫌非法经营。在代下单过程中，消费
者与商家之间并没有直接建立合同关
系，而是由中间商与商家建立合同关
系。这就意味着，一旦出现商品质量等
方面的纠纷，消费者只能通过中间商进
行维权，这无疑增加了消费者的维权难
度和成本。

面对代下单模式带来的诸多问题，
既不能因噎废食，也不能放任自流。作
为消费者，应保持理性消费的观念，不要

过分贪图便宜而忽视了潜在的风险。在
选择代下单服务时，要仔细甄别中间商
的信誉和口碑，尽量选择有正规资质和
良好评价的服务商。同时，也要增强自
我保护意识，不要随意泄露个人信息给
不熟悉的第三方。而政府和监管部门应
加强对代下单模式的监管力度，一方
面要建立健全相关法律法规，明确代
下单服务中间商的法律责任；另一方
面要加强对中间商的监管和惩处力
度，打击不法行为，维护市场秩序。只
有这样，才能确保代下单模式在合法
合规的轨道上健康发展，为消费者提供
更加安全、便捷、实惠的消费体验。

警惕代下单优惠“馅饼”变陷阱

□ 孟雅檀

2025年全国硕士研究生考试10
月9日起网上预报名。据《新京报》
报道，近期，一些考研辅导机构在网
上宣称可以“保分包过”，且保证初
试不过可退费，以此诱导考生购买
所谓课程。不少考生付钱后表示：

“所谓的‘保分班’根本不保，钱也不
退。”

考研竞争激烈，帮助考生收集
信息、分析考情、提供指导，当然是
件好事。可考研辅导机构的培训和
课程真有这么厉害？能保证学生想
考几分就考几分？

辅导机构所谓的“内部资源、私
密人脉”，不过是骗人的幌子，负责
对接和授课的老师，更是虚张声
势。据报道，有的考生支付了14800
元报名“保分班”，辅导机构收完钱
就失联；有的课程，复习资料只有
几本印刷粗糙、内容存疑的“通关
秘籍”。研究生考试在试题命制、
印刷管理、保存运输方面有严格的
规定，哪有所谓的内部资源？考研
的笔试题目类型、面试考核越来越
灵活多样，来路不明的“老师”凭什
么打包票？真像宣传的那样交钱就
能保过，那研究生入学考试岂不成
了儿戏！

伪辅导宣传语纯属忽悠人，真
面目就是要“割韭菜”。所谓的考研

“保过班”就是用复试可以操作、内
部老师可以透题等话术忽悠考生，
利用考生的心理焦虑行骗。这种考
研“保过班”，不仅浪费考生的时间
和金钱，更可能影响考生对研究生
考试公平公正度的信任，贻害不小。

忽悠消费者可恶，忽悠还没走
出校园的学生尤其可恨，对假辅导
真骗钱的考研课程必须喊打。考生
也应该明白，踏实备战才是上策，不
走邪路就是正道，千万别信“保过
班”“保分”这些鬼话。

据《北京晚报》

考研“保过”肯定是忽悠

□ 贠秀军

近期，直播拆盲盒在抖
音、快手等平台上涌现，成为
备受年轻人追捧的带货新方
式。所谓直播拆盲盒，是指消
费者在直播间内购买盲盒，并
由主播当场代拆的一种营销
模式。盲盒的随机性和不确
定性，加上直播间营造出来的
紧张氛围和互动体验，让众多
消费者直呼上头。

直播拆盲盒爆火，火的不
是盲盒中的商品，而是拆盲盒
的体验过程。随手点进一个
盲盒直播间，便能和数千人一
起在线拆盲盒，这给消费者带
来了比线下拆盲盒更为新奇
刺激的体验。为了吸引买家，
盲盒主播还推出不少花式玩
法，如“拆到同色加送一个”

“抽中隐藏款加送三包”等。
这样的营销策略，配合着主播

“欧气”“加宠”等新颖的话术，
让不少消费者在直播间流连
忘返、连续下单。在这样的营
销模式下，商品已经成为消费
者获取情绪价值的附属品，成
为消费者的解压神器。

应该看到，直播拆盲盒固然能为消费者带
来新奇的娱乐体验，但也存在不少问题。一方
面，拆盲盒的玩法以及主播的话术很容易让消
费者“上瘾”。很多人一晚上就能花费数千元
乃至数万元，其中不乏未成年人。而当消费者
意识到冲动消费后，商家却声称“买定离手、概
不退货”，这就对消费者的权益造成了损害。
另一方面，直播过程往往存在营销陷阱。消费
者抽取盲盒看似随机，但抽中概率完全由商家
操控，消费者的知情权难以得到保障，极易造
成重复购买、过度消费等问题。

盲盒直播，并非处在灰色地带，应遵守相
关规范。2023年6月，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发布的《盲盒经营行为规范指引（试行）》中明
确要求盲盒经营者将盲盒内物品的商品价值、
抽取规则、抽取概率等关键信息，以显著方式
对外公示，鼓励建立保底制度，引导理性消费。

盲盒直播想要健康长远发展，需要在产品
质量、商家诚信方面下功夫。市场监管部门应
当加强对盲盒直播的监管力度，对盲盒生产厂
商、直播平台、盲盒主播进行全链条监管，保护
好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直播平台应压实主体责
任，制定盲盒直播经营细则，对主播资质及商
品质量加强审核，同时完善售后服务体系，畅
通消费者维权通道；消费者也应理性消费，购
买自己真正需要且实用的商品，增强辨别能
力，切勿掉入商家精心布置的营销陷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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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惕“保分包过”钓饵 徐民 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