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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一度的“双十一”已经落
下帷幕，“剁手党”开始沉浸在拆箱
喜悦中。不少人发现，快递盒子里
除了自己购买的商品之外，还经常
会多出一张小卡片。这些小卡片
有着同一个目的——求好评。消
费者只要按照商家的要求，凑够字
数和图片，发送五星好评并截图，
经店铺客服确认后就可以获得金
额不等的红包。

“好评返现”的现象由来已久，
甚至很多消费者已经把刷好评返
现当作司空见惯的事。“好评返现”
一般金额不大，表面看起来似乎无
伤大雅，但实际上带来的危害却不
小。不但违反电子商务经营者应
当遵守的诚实守信、公平交易的义
务，损害其他商家的合法权益，侵
犯消费者的知情权和公平交易权，
扰乱网络交易秩序，长此以往还会
破坏平台经济的诚信规则和诚信
文化，进而影响整个电子商务市场
的健康长远发展。

鉴于此，一些业内人士认为，
让“好评返现”绝迹，不仅是对消费
者负责，也是引导电商高质量发展
的必要举措。建议大力整治破坏
市场秩序的“好评返现”行为，采取
多种举措，继续完善加强电子商务
相关法律规定，加大执法力度，引
导消费者合法理性消费。

好评返现乱象丛生
记者调查发现，对于“好评返

现”小卡片，大多数消费者会采取
不理会的态度，但也有一些消费者
觉得这相当于“薅羊毛”，是“回血”
的好机会，因此会选择欣然收下。

由于很多“晒图有红包”的金
额并不低，甚至十几元的商品“好
评返现”却能达到三元、五元之多，
因此，通过“好评返现”方式“回血”
的人并不在少数。有的消费者会
为此而违心给出好评，哪怕与真实
购物的体验不符甚至相反。一些
尝到甜头的消费者还会主动去问
商家是否有“好评返现”。还有个
别人动了歪心思，在拿到晒单返利
之后随即退货。

但“好评返现”背后其实存在
种种乱象，使得消费者在“薅羊毛”

的同时也面临着诸多风险。比如，
有不少人因为“好评返现”被商家
欺骗和糊弄，给出好评后并没有拿
到返现；有的给了好评之后才发现
返的并不是现金而是优惠券；还有
的实际返现金额与之前承诺并不
相符。曾有媒体报道，有消费者因
写好评后商家未能返现将商家告
上法庭，最终法院判决驳回诉讼请
求，理由是“好评返现”本质上是一
种虚假宣传的不正当竞争行为，不
应受法律保护。

此外，消费者参与“好评返现”
还有可能掉入电信诈骗的陷阱。
好评卡的返现方式一般都是加客
服微信再返，这也极其容易泄露消
费者的个人信息，从而带来风险。

影响诚信体系建设
“‘好评返现’跟此前曾形成产

业链的‘职业刷好评’行为，实质是
一样的。‘职业刷好评’经过严厉打
击目前基本销声匿迹。但是‘好评
返现’仍处于灰色地带，已经成为
电商领域的‘牛皮癣’。”中国人民
大学法学院教授刘俊海指出，基于
贪小便宜等人性弱点，一些消费者
明知这种行为不道德，但一旦有机
会仍会违心给出好评，导致出现消
费者之间的“好人互害”模式。

一方面，由于消费者在给“好
评”时，并不能一定会保证客观、真
实，导致后续消费者无法获得客
观、真实、准确的商品信息，作出错
误判断。与此同时，当“好评返现”
成了一种潜规则，就会引发“剧场
效应”，恶化经营环境，导致成本提
高，一些商家就会把返现成本加到
商品价格中，消费者跟着一起埋
单。“此外，‘好评返现’大行其道还
会毒化社会风气，导致彼此不信
任。商家说的，消费者不信，别的
消费者说的，消费者也不相信。这
种互不相信的模式对诚信体系的
建设非常不利。”刘俊海说。

完善电商法律制度
其实，针对“好评返现”，我国

现行法律并非空白。
据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

石佳友介绍，电子商务法第十七条

规定，电子商务经营者应当全面、
真实、准确、及时地披露商品或者
服务信息，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和
选择权。电子商务经营者不得以
虚构交易、编造用户评价等方式进
行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
欺骗、误导消费者。反不正当竞争
法第八条规定，经营者不得对其商
品的性能、功能、质量、销售状况、
用户评价、曾获荣誉等作虚假或者
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欺骗、误导
消费者。此外，《网络交易监督管
理办法》中也有相关规定。

今年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
议期间，多位代表提出议案，认为
目前网络平台、商品经营者等有关
主体的法律责任有待明晰，建议对
电子商务法的相关条款进行修改。

据悉，全国人大财经委已经会
同有关部门对议案内容进行了认
真研究。该委将密切关注互联网
经济发展，在相关立法、监督工作
中认真研究吸收相关代表议案提
出的具体意见和建议，推动解决议
案所提问题，同时加强修法研究，
不断健全完善电子商务领域法律
制度。值得关注的是，今年8月，国
家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了《禁止网络
不正当竞争行为规定（征求意见
稿）》。其中明确规定：经营者不得
采取以返现、红包、卡券等方式足
以诱导用户作出指定评价、点赞、
转发、定向投票等互动行为。

创造公平竞争环境
那么，消费者这种为了返利违

心给好评的行为到底违不违法
呢？对此，业内观点不一。有观点
认为，给不给好评的决定权掌握在
消费者手中，这是消费者处分自己
权利的体现，“好评返现”严格来说
并不违法。但也有观点认为，“好
评返现”中的虚假评价会误导其他
消费者，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
损害了消费者整体利益，属于不正
当竞争行为，并且不利于社会诚信
建设，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实际上，消费者参与‘好评返
现’的行为，不仅不道德而且违
法。”对此，刘俊海认为，商家收买
贿赂一些缺乏自律意识的消费者，

消费者和商家以利益为勾连，双方
之间给好评拿红包的行为已经构
成共同侵权。

鉴于此，刘俊海认为，要想真
正遏制“好评返现”的现象，除了平
台和电商应回归主业，努力提升商
品服务质量、售后服务等，通过改
善消费体验，提高自身竞争力，靠
真本事和同行公平竞争。与此同
时，消费者也要自觉抵制，不应当
违心给出不实评价。

“治理‘好评返现’的一个重
点，是要规范经营者，尤其是要牢
牢牵住平台经营者这个‘牛鼻子
’。”中国互联网协会法工委副秘书
长胡钢指出，外卖和电商平台上

“好评返现”屡禁不止离不开某些
平台的“推波助澜”，平台负有监督
失职的责任。

目前，虽然国内一些大型电商
平台制定的经营规范中已经把“好
评返现”列为违规行为，将对发现
违规的商家进行处理，比如将相关
商品或信息进行临时性下架或删
除处理。部分平台对于“好评返
现”还设置了相应的举报入口，但
实际中却一直“雷声大、雨点小”。

在胡刚看来，一些商家之所以
一直钟情“好评返现”的招数，与目
前平台采取的评分体系无不关系，
也反映出平台的规则存在漏洞。
由于部分电子商务经营者实施包
括“好评返现”等行为，很多人网上
购物都会把用户评价、交易信息等
作为选择店铺的重要参考。这种
情况下，商家为了获得高评分，获
得平台的流量倾斜，就会想方设法
弄“好评”，由此导致“好评返现”屡
禁不止。

鉴于此，胡钢认为应当加大对
于平台的处罚力度和监管力度。
同时，平台应当调整和完善现行的
评分机制，创造一个更加公平的竞
争环境，不再给“好评返现”存在的
土壤。

“监管者要用好、用足法律赋
予的行政监管和处罚权限。”刘俊
海建议，对于“好评返现”，可以运
用大数据分析、人工智能、区块链
等现代信息技术加以监管，建立

“好评返现”黑名单，及时将“搅局”

平台以及商家纳入失信黑名单进
行严惩。

违心违法的好评返现当休矣
没有人喜欢生活在一个充斥

着谎言的世界中，哪怕是网上的虚
拟世界。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在不
少消费者眼中，网购店铺的评分是
一项很重要的数据，下单前先习惯
性地看好评是许多人惯常的网购
消费习惯。然而，这个习惯正在慢
慢地发生变化。很多人都感觉，如
今想看个真实的评价，越来越难，
而且“大家说好的，未必好”。评论
区里开始越来越多地充斥着大量
的明显缺少真实性的虚假好评，内
容基本千篇一律，皆是好评模板。
比如，“质量不错，与卖家描述的基
本一致，还是挺满意的”“卖家服务
挺好的，沟通挺顺畅的，总体满意”
等等。很多消费者不得不留个心
眼，专门挑差评看，出现了“只看差
评不看好评”的新消费习惯。

对商品进行客观评价，是消费
者的合法正当权利。通过这种评
价体系，其他消费者可以得到参
考，商家也可以接受监督，更好地
提供服务和产品。然而，当商家通
过蝇头小利的返利方式诱导消费
者给出好评时，这种评价体系就变
了味儿。一些消费者为了获得返
利，即便对自己的消费体验并不满
意，仍然会违心给出好评，导致好
评不再具备参考价值。

“好评返现”金额虽小，危害却
并不小，不但扰乱网络交易秩序，
也违反了诚实守信、公平交易的基
本原则。长此以往，人人都有被误
导消费的可能，“好评返现”的成本
最终也会由全体消费者集体“埋
单”。真正遏制“好评返现”，除了
要有法律法规的支撑外，也需要消
费者坚决抵制，切勿为了几块钱沦
为商家“棋子”。同时，平台也要履
行义务，采取必要的严防严控措施。

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
不为。健康的网购环境需各方合
力创造和维护，诚信也应当是各方
必须遵守的基本底线。违心又违
法的“好评返现”当休矣！

乱象丛生！距离好评返现绝迹还有多远

东莞的钟女士从前两年开始
一直觉得气促，前两个月还胸痛连
睡觉都不能平躺，检查后医生发
现，她的胸腔里面长了一个篮球那
么大的肿瘤把左边的肺都压没了。

东莞的钟女士今年34岁，2019
年她生完宝宝身体变得很瘦，同时
一些比较轻的活动也让她感觉到
不适。钟女士告诉记者：“上楼梯
不够气，蹲下来就容易气喘吁吁。”

本以为是产后症状，钟女士并
没有太在意。直到今年2月份她同
时出现了胸闷、胸痛，下肢水肿等
症状，甚至睡觉都不能平躺，到当
地医院检查后，结果令她大吃一
惊，因为她左侧的胸腔里长了一个
巨大肿瘤。钟女士说：“完全没有
往这个方面去想，因为家里人都很
健康，拿到报告之后真的很害怕，
对这种情况很陌生不了解。”

在当地医院的建议下，她来到
广州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胸外
科求医。诊疗后，医生也倒吸了一
口气，因为肿瘤几乎完全占据了她
的左侧胸腔，不仅把左肺完全压缩
了，还把心脏和纵膈大血管结构挤
压至对侧，脊柱也因为肿物的挤压
而发生侧弯。暨南大学附属第一
医院胸外科副主任医师蔡松旺表
示：“（肿瘤）直径28厘米，比普通篮
球还大。肿瘤会压迫心压迫肺，心
脏是主要的供血器官，我们也要靠
肺来呼吸活动，心肺受压之后病人

明显呼吸气促就出来了。”
更严重的是，由于钟女士的心

脏长期被肿瘤压迫，心包内产生大
量积液，若不及时救治，随时有生
命危险，医生判断，肿瘤在钟女士
体内应该已经有五年的时间才能
长那么大，但不幸中还有万幸的事
情。蔡松旺说：“出现巨大肿瘤的
话，很多病人是没有手术指征的。
因为很多病人是恶性很高的癌症，
或者肉瘤这种，做完手术后意义不
大。这个病人刚好比较特殊，她属
于交界型肿瘤，介于良性肿瘤和恶
性肿瘤之间，能完全切除，做完手
术之后对她的愈后有很大帮助。”

因为肿瘤太大，胸腔内能给医
生操作的空间非常小，经过 6个多
小时的奋战，肿瘤顺利完整切除，

经过称重，整个肿瘤重达 8公斤。
经过1个月的治疗和康复钟女士已
经出院。钟女士告诉记者，自己恢
复的很好，刚刚才从生态园散步回
来，做家务也不会不舒服了。钟女
士表示：“很感谢蔡医生一切尽在
不言中，每次提到蔡医生，我家人、
我妈妈都热泪盈眶。”

医生介绍，胸腺瘤早期一般没
有任何症状；到了晚期，肿瘤长大
压迫器官组织，就会出现胸痛、胸
闷、呼吸困难、水肿等情况，发现越
早，治疗效果越好。蔡松旺说：“大
多数疾病早期是没有任何症状的，
所以对于成年人来说进行常规体
检。

每年做一次胸部CT、三年做一
次胃肠镜，是非常有必要的。”

女子胸闷气促2年没重视
左肺差点被它“压没了”

11月17日，邯郸市磁县人民
法院公布的一起典型案件引发社
会关注。当地一男子在妻子提出
离婚诉讼期间，强行与对方发生
关系，因为遭到反抗未能得逞，结
果构成强奸罪获刑8个月。

据了解，男子赵某与被害人
王某系夫妻关系，因为感情不和，
王某于 2021年 4月 22日向磁县
人民法院提出离婚诉讼。

4月 30日下午，被告人赵某
酒后找到王某，趁机强行与其发
生关系，王某竭力反抗且处于月
经期，赵某强奸未遂。事后，妻子
将丈夫告上法庭。主审法官认
为，赵某与被害人王某处于分居
状态，且王某已向法院提起离婚
诉讼，婚姻关系处于不稳定状
态。在此情况下，赵某违背妇女
意志，强行与王某发生关系，其行
为已构成强奸罪。

鉴于赵某与王某婚后育有两

个子女，孩子年龄尚小，王某希望
法庭能对被告人赵某从轻处罚，
并提交了谅解书。随后，二人经
调解离婚。通过庭审，被告人赵
某认识到自己的行为已构成犯
罪。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清
楚，证据确实充分，指控罪名成
立，适用法律准确。

法院认为，被告人赵某强奸
未遂，依法可减轻处罚，根据有关
法律规定，被告人赵某犯强奸罪，
判处有期徒刑8个月。法律人士
提醒：强奸罪的客体为侵犯公民
的人身权利，即性自主权。妻子
首先是具有自由人格的人，然后
才是负有特别义务的配偶，结婚
证书不是丈夫强奸妻子的许可
证。我国刑法并未把丈夫排除在
强奸罪的犯罪主体之外，丈夫在
非正常或不稳定的婚姻关系中，
违背妻子意志强行发生性关系的
行为，构成强奸罪。

河北邯郸一男子婚内强奸妻子获刑8个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