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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购真假难辨，“朋友”照样不靠谱
福建省泉州市的市民刘丽(化名)是一位网络购物达人，近两年她

开始接触海外代购。她同时也有每天翻看微信朋友圈信息的习惯，
看得多了，就发现有些朋友在微信里推荐国外的商品或者转发朋友
代购的广告消息。

刘丽觉得有朋友推荐，商品质量应该没问题，价格也很公道，就
动了心。去年 5 月初，她在自己的朋友圈里看到朋友小林发布的代
购信息，称有同学在美国留学，可以帮忙买包，便花了几千元购买了
一个品牌女包。收到货后，她的心情却不是很美丽。

因为经过和国内专柜的对比，刘丽发现包的质量和细节看上去
和正品有一定差别。她在微信上委婉地向小林说出了自己的疑惑，
但朋友却一口咬定包是正品，且不能退货。后来她再联系小林，却发
现自己已被拉黑，打电话对方已关机。

个人代购成风，微信陷维权“泥淖”
去年 7 月 21 日，甘肃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在发布的《2016 年上半

年信息分析报告》中指出，去年上半年，互联网销售服务类咨询同比
增长100.04%，微信网购纠纷正在以成倍的速度迅猛增长。

据分析，微信代购目前主要存在三个方面问题：一是偷税漏税。
代购者将商品从海外带入国内或者直接邮寄回国，逃避了缴纳进出
口关税。

二是维权难。消费者一般不知道代购者的真实姓名，很多代购
店铺没有正规注册，只要经营者将消费者从好友名单中删除，就无法
继续联系。

三是真假难辨。卖家多以“代购商”自居，销售的却是高仿商品，
以低廉的价格蒙骗消费者。

此前“入坑”的刘丽在联系卖家无果后，也曾向当地工商部门咨
询过如何维权。泉州市工商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去年至今，该局已经
接到 10 多件类似的咨询。这类借助微信个人账号从事销售和代购
商品活动的主体与“微商”有着很大的区别，除了建议走司法途径来
解决微信购物纠纷，目前还没有更好的方式来帮助消费者维权。

面对维权难题，可借“电商”监管经验
在这种情况下，那些利益受损投诉无门的消费者以及货真

价实的商家都希望找到一个靠山，呼唤相应监管到位，来维护共
同权益。

具有借鉴意义的是近年来国家对“电商”的监管。“电商”领域
的消费投诉近年来持续攀升，维权难也是消费者反映的普遍问
题。近日，国家工商总局出台的关于切实加强 12315 消费者权益
保护工作的意见指出，在提高 12315 专用电话畅通率的基础上，
将强化 12315 互联网及移动互联受理渠道建设，推进 12315 接入
网购平台。

除了市场监管，消费者自身也可以在网络购
物环节中把好第一道关。网络购物尽量选择信誉
较好、证照齐全的大型电商平台。不要轻易在不
知名的网站或者朋友圈内进行网购，也不要轻易
加陌生“海外买手”为好友，在遇有陌生好友添加
请求时，应确认并核实其真实身份，防止被不良商
家利用。

此外，要警惕虚假宣传和产品质量风险，不轻
信晒出的购物小票和物流单图片，价格过低的商
品要谨慎购买。

警方在他住所搜出122张二代证
苏州这起案件侦破的最初线索，由徐州警方提供。徐州警方在查

办案件中，抓获一名伪造、变造、买卖身份证件的嫌疑人，他的“下家”名
单中有嫌疑人杨某，调查显示，嫌疑人杨某的活动轨迹多次出现在苏
州。接到线索后，苏州工业园区湖东派出所民警迅速出击，将犯罪嫌疑
人杨某一举抓获，在对其暂住地依法搜查时，在房间内发现122张涉案
二代居民身份证、1部读卡器、4部涉案手机和若干银行卡。

杨某交代，从去年7月至今年2月，他利用网络平台，从别处以每张
50元左右的价格购买居民二代身份证后，再以每张300元到400元的
价格转卖，共计交易他人居民身份证件200余张，获利2万余元。

这些二代身份证是从哪“采购”来的？
据办案民警介绍，杨某在网络上有相对固定的“采销渠道”，最普遍

的一个来源是小偷。这些小偷得手后，不仅会拿走钱，也会顺走身份证
用于倒卖。

随着调查的深入，民警发现徐州睢宁某网吧管理员靖某是杨某的
身份证“供应商”之一，靖某多次将自己在网吧里捡到的无人认领的他
人二代身份证，通过某闲置品网络交易 APP 平台倒卖给杨某，一共卖
了22张，非法获利1320元。

身份证无法注销，挂失后仍然能用
在很多人的印象中，身份证丢了，挂失一下就万事大吉，因此倒卖

丢失的身份证似乎并没有什么意义。其实，挂失后的身份证依然可以
使用。

“很多人都以为，身份证挂失重办就可以了，这是个误区。”警方坦
言，部分市民如果身份证和银行卡同时丢失，一般都会第一时间挂失银
行卡，对挂失和补办身份证能拖则拖，甚至都懒得挂失。有些人去派出
所挂失，也只是轻描淡写地说“找不到了”，这导致警方不会特别备注。

可是，丢失的身份证一旦落入不法之徒手中，他们仍可以拿去冒名
干很多坏事。

买家得到身份证后用来干什么？
据了解，某“贴吧”商户“诚信店铺 188188”是杨某的下游买家，这

个账号在近 3 个月内，5 次向杨某购买身份证 100 张，涉案金额 11900
元。杨某交代，他尽量买卖70后和80后的二代身份证，因为这两个年
龄段网民数量众多，也是社会的中坚力量。

如今，住旅馆、买房、炒股、买邮票、买手机卡、开办银行卡、信用卡、
淘宝开店等，都需要实名登记，转移钱款也会有记录，一些不法分子便
设法使用买来的二代身份证，隐藏自己的身份以逃避法规打击或政策
监管。

警方提醒
身份证被盗或丢失 快到派出所开证明

为了从源头上遏制此类案件，警方特别对广大市

民发出提醒：

公民日常生活中应妥善保管好自己的身份证件，

如果身份证是因被盗、被抢造成的丢失，应马上到案

发地派出所报案，开具报案证明；如果身份证是自己

不慎丢失，应马上到户籍所在地派出所补办，开具补

办证明；登报声明也可以成为一个证明身份证作废的

辅助凭证。如遇到身份证被冒用所带来的麻烦时，可

出示报案证明、补办证明或者报纸声明。同时，捡到

别人二代身份证也不要随意使用，应及时交给公安机

关处理。

二代身份证买卖利益链：

挂失仍能被冒用
揭秘微信代购乱象：

真假难辨维权难
日常生活中，不少人有过丢失或身份证被盗的经历。大多数人以

为只需要挂失并补办一张新身份证，一切即可照旧，然而真相是：被挂
失的身份证其实还能用。这不，一名80后男子通过微信低价收购他人
的真实二代身份证，然后从“贴吧”高价出售，不到一年非法获利2万多
元。日前，苏州工业园区警方以涉嫌伪造、变造、买卖身份证件罪，将四
川籍男子杨某依法刑事拘留。 ▋据《扬子晚报》

随着国内消费群体的需求不断增大，海外代购已经不满足
于在各大购物平台上驻足，而是将版图扩展到微信“朋友圈”当
中，将具有一定私密性的社交平台变成了争夺客源的新战场。

今年3月15日，《网络购买商品七日无理由退货暂行办
法》开始正式施行，网购消费者的“后悔权”得到进一步保护。
但在办法里，并没有将所有网络平台都纳入其中。由此可见，
微信社交平台并不属于网络交易平台，通过微信朋友圈进行购
买的商品或不适用该办法。

▋据《法制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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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中有很
多乐趣，但有时
也会遇到很多风
险。有风险、有
陷阱不可怕，重
要的是要有防范
意识，要时时提
醒自己，才不会
落入陷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