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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明的商人不会做亏本的买卖，数千元

的商品一元“秒杀”，等于白送给了消费者，

这样的赔本生意谁会去做？很多秒杀的本

质已经不是出售货品，而是变成了炒作事

件，而商品就是商家付出的广告费。

月落无声（网名）是一家网店的卖主，曾

在某网站推出过“１元秒杀”活动。他对记者

说，“１元秒杀”活动是出于销售和增加人气

的考虑。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推出的“秒

杀”商品都会兑现的，并不附加其他条件。在

推出“秒杀”商品时他们虽然不赢利，但是，由

此带来的广告效应可以带动其他生意。采访

中，多名推出“１元秒杀”活动的卖家也承认，

“１元秒杀”活动现在是鱼龙混杂，有些不良

卖家利用消费者贪图小便宜的心理，在“１元

秒杀”的背后设置了陷阱，这也是不少见的。

接着，记者通过多方查询联系到万通

集团负责人。据该负责人介绍，10月 16

日的考试，其实是对 5 月份招生的一次

补录。但绝不存在承诺交钱就能上研究

生，或者在考试前提供答案给考生的这

种行为。对于李先生所讲的情况，可能

是个别工作人员为了招生，存在夸大宣

传。对此，他们也会尽快调查清楚，做

出处理。

万通集团：个别招生人员可能夸大了宣传

只要交了钱，就能上研究生？
教育部门：绝对不可能存在的

在合肥市红星路开服装店的吴小姐告

诉记者，自己是一个网购狂，几天前，她在一

家网站上看到一个做工精致的木质相框非

常漂亮，而更让她心动的是“一元秒杀”价，

经过一番“拼杀”，吴小姐终于“秒杀”成功，

但是和卖家在最后的沟通中，对方却提出要

她承担几十元的运费。加上运费，这件“秒

杀”来的相框已经毫无低价优势。无奈之

下，吴小姐只得放弃。但是几天后，吴小姐

和朋友逛街时，在一家饰品店看到了一模一

样的相框，而价格只要18元，吴小姐庆幸自

己当初比较理性，而没有上当受骗。

市民温小姐也有过同样的惨痛经历，半

个月前，温小姐参加一场“秒杀”活动，物品是

自己心仪已久的品牌服饰，“秒杀”的当晚，温

小姐早早地坐在电脑前，到了规定的时间就

迅速下单，可是收货的时候温小姐却发现，

她收到的货品和自己心仪的货品差别很大，

而且做工非常粗糙。温小姐说，自从上过一

次当后，她基本上不参加这种活动了。

消协提醒：当心“秒杀”背后暗藏陷阱
“有很多消费者上当受骗都是因为商品价格低廉，一时失去了理智。在购物前一定要了解清楚促销活动的规则，当然如果价格过于低

廉的商品就不得不考虑它的质量问题了。”合肥市消费者协会工作人员说，消费者应谨慎对待网购，当心秒杀背后暗藏陷阱。

一位业内人士对记者称，一些商家称

其商品为“秒杀”价，其实早就将商品价格

上抬，“秒杀”价甚至高于商品本身价格，

买家购物前一定要对商品的原价有足够

的了解，以免空欢喜一场。除了抬高原价

这个障眼法之外，网购“秒杀”中还可能出

现的陷阱是卖家故意描述不清，让竞购者

进行二次消费。所以到最后，往往大部分

消费者变成了被秒杀者。

据知情人士透露，很多卖主也在使用

一款叫“秒杀器”的软件进行作弊“秒

杀”。这款软件在提交抢拍数据时，会自

动判读提交数据是否有效，如果无效可以

瞬间再次自动提交，无需人工介入，其速

度以毫秒为单位计算，人工提交的速度远

不及其千分之一。

“秒杀”虽美,暗藏陷阱！
记者调查发现，网购陷阱多，“秒杀”须谨慎

学位越高，就业的选

择面就越宽，所以很多本

科生毕业后，都选择继续

考研深造。但日前，记者

接到读者反映，曾接到电话，对方称只要交

钱就能上“北京交通大学”的研究生。真的

有这样的事？还是有人借着研究生招生的

幌子进行诈骗？对此，记者进行了暗访调

查。 见习记者 宁大龙

买者反映：我被“秒杀”撞了一下腰

秒杀一词，最先来源于网络游戏，意为瞬间击杀。但现在

却已延伸到网络购物，并迅速成为网络购物中一种流行的购

物方式。只要“秒杀”成功，那就可以用超低价购买到心仪的

物品了。可是，很多参加过这种活动的消费者发现，“一元秒

杀”看上去很美，背后却暗藏许多陷阱。 记者 梅静

业内人士：大部分消费者成了被秒杀者卖家起底：“秒杀”是商家炒作的噱头

市民反映：
有人称交钱就可上研究生

前不久，省城李先生的妻子报了GCT在

职研究生考试，不久便接到一个电话。对方

称他是“北京交通大学软件学院”为“万通集

团”定向培养项目的工作人员，问他是否愿意

参加他们的招生考试。

这位自称是“万通集团”的工作人员介绍

说，他们的考试由于采取的是自主命题，所以

通过率一般都在95%以上。而且毕业日期也

会相对提前，学生只需参加10月16日考试，10

月正式录取，和参加5月份、8月份考试的考

生同时注册学籍，同时于11月正式开课。有

报考意向的人，只需填写他们在网上发送的

登记表，交纳报名费和考试费共计300元，并

将钱汇入指定账户即可。“这就等于交了钱就

能上研究生了。”李先生说道。

真的存在这种交钱就能上研究生的

事吗？按李先生提供的线索，记者以报考

者的身份，联系到了“万通集团”负责招生

的工作人员。

记者：“您好，我想报考研究生，请问

收费标准是什么样的呢？”

工作人员：“我们的学费（含学位论文

答辩费）为非脱产学习3.6万元，第一年缴

费2万元，第二年缴费1.6万元。另外考生

本地开班的万通定向班学生，由万通集团

收取2000元每年的教务管理服务费。无

学位考生如需确保录取，则签订协议另行

交纳4000元辅导费。”

记者：“我看你们的宣传材料上注明

的，通过率是95%，这个怎么保证呢？”

工作人员：“只要你报名，在考试前，

我们会把参考资料，也就是75%的考题和

答案发至您邮箱，您看一下，备考就行

了。”

记者：“那毕业后发的学位，和参加

GCT考试获得的学位是一样的么？”

工作人员：“毕业后拿到的硕士学位

证书和您考GCT的硕士学位证书是一样

的，这点我们可以保证。”

记者调查：考试前会给考生提供考题和答案？

记者登录了北京交通大学软件学院

的官方网站，在网站上，记者看到确实发

布有与万通集团合作的信息。其中也注

明了，在安徽省合肥市屯溪路设有考点。

对此，记者电话采访了北京交通大学相关

工作人员。据介绍，他们确实和万通集团

有合作，但万通集团只负责全国的考试报

名工作，而具体的考题和招生工作，他们

并没有权利参与。考试的难度也与全国

在职研究生考试难度相当，不可能承诺有

95%这么高的通过率，更不可能存在将考

题和答案提前透漏给考生的情况。工作

人员还介绍说，万通集团的工作人员所说

的10月16日的考试，事实上已经取消了。

只是部分招生点可能还未接到通知，稍后

他们也将把考试取消的消息，尽快通知到

位。

北京交大：与万通集团有合作，但没那种政策

记者从合肥市教育局了解到，在职研

究生考试和录取，都是有严格的规章制度

的。像市民所反映的，交钱就能上研究生

的行为，是绝对不可能存在的。工作人员

还提醒说，一般做出许诺，可以包上本科、

研究生的机构和个人，往往是虚假宣传或

者诈骗，因此消费者在选择报考时，一定

要慎重选择，务必致电招生学校进行核

实。

教育部门：致电招生学校核实可防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