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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世界经
济研究中心研究员赖明明
认为，二手市场具有“柠檬
市场”特点，即信息不对称，
产品的卖方对产品的质量
拥有比买方更多的信息，这
导致交易中容易出现欺诈
行为。

“二手交易平台对商
品的真假负有相应审查义
务及法律责任。”赖明明认
为， 真正合理可行的做法
是， 交易平台与二手商品
售卖方共同担责， 当出现
贩卖假货等情况时， 交易
售卖方担主要责任、 平台
担次要责任， 具体分责比
率可进一步商榷。

广东省法学会网络与
电子商务法学研究会会
长、 暨南大学法学院教授
刘颖认为， 二手交易平台
应完善对买卖双方的相互
评价机制。 平台应当及时
准确地将交易数量、 交易
纠纷及纠纷处理结果进行
分析统计， 并公布买卖双
方的诚信度、信誉值，为其
他交易对象提供参考。

北京市法学会电子商
务法治研究会会长邱宝昌
说，无论买家和卖家，当权
益受到损害时， 都可以先
和交易对象协商， 协商不
成可以向平台投诉， 之后
可以向市场监管部门、消
费者组织投诉， 或者提起
法律诉讼。邱宝昌表示，正
在立法进程中的电子商务
法有望进一步规范线上二
手交易市场，强化平台经营
者的责任，更好地保障交易
双方的权益。

■据新华社

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发展， 产品的买卖和
交易通过一部智能手机瞬间就能完成， 但海
量的产品要如何去选择， 除了用右眼看卖家
图片介绍的“颜值”高不高，就是看其他买家
的评论或点赞， 即是不是所谓的爆款。 事实
上， 那些看上去很美或者刷爆朋友圈的产品
背后隐藏的真相我们看不到，有多少“坑”和
套路我们一时半会更是难以看到。

现在人们买东西都习惯在手机或电脑里
完成， 二手物品交易的跳蚤市场也从线下转
移到了线上。然而，看似双赢的交易方式背后
却隐藏了不少“坑”：卖家故意引导买家脱离
平台交易实施诈骗， 买家收货之后找借口向
卖家恶意砍价……究竟是买卖双方诚意不
够，还是平台本身存有漏洞？二手交易平台又
有哪些陷阱需要警惕？记者进行了调查。

市场 闲置物品交易增长猛

中国互联网经济研究院公布的数据显示， 截至
2017年底， 我国闲置物品交易规模已达5000亿元，
并以每年30%以上的速度增长。 艾媒咨询发布的
《2018上半年中国在线二手交易市场监测报告》显
示，2017年中国在线二手交易用户规模已达0.76亿
人，增长率为55.1%。

然而， 不少人却在二手交易中有着不愉快的经
历，快速增长的网上二手交易也问题多多。

汕头大学学生小余在赶集网上看到， 原价2000
多元的捷安特自行车只卖400多元，卖家还是“发烧
友”，小余兴奋不已。

“发烧友卖的货肯定没错。”小余说，他确认了照
片中车架上的品牌名后就果断地买了下来。可高兴没
几天， 自行车脚蹬就坏了。 修车店的老板告诉小余：
“这个车只有车架是这个品牌的， 其他配件都被换成
了不值钱的。”

陷阱 买家卖家都可能被坑

“这个‘发烧友’卖家可能是假的。”网购达人小袁
告诉记者，“自我包装”是二手交易平台卖家的惯用方
式。在商品描述栏中写自我介绍时，卖家通常会把自
己包装成“发烧友”“旅游爱好者”“大学生”等良好形
象，这样在卖二手货时就更容易取信于人。

不仅买家可能被坑，卖家也有被骗的风险。西安
某高校学生小九将一条码数偏大的裙子挂在闲鱼上
售卖，一名买家看到后提出了“用同款小一码的裙子
换”的建议，约定同时发货。几天后，对方收到了裙子
并签收，但小九却发现对方一直“按兵不动”，迟迟不
发货。最后小九找到买家电话，将相关法律法规告诉
对方，对方这才同意将裙子寄回。

二手交易平台宽松的交易环境，也给了一些不法
分子牟取利益的空间。 北京市某法院的数据显示，该
院2017年审结非法出售发票案件共59件，有26起案
件源于一家二手交易平台。

骗术 巧立名目 移花接木

记者调查发现，二手交易平台交易套路颇多：
———以次充好，偷换配件。厦门工学院学生小刘曾

在闲鱼上购买了一个充电宝，商品描述和充电宝机身上
写的都是2万毫安。但使用后小刘发现，这个充电宝给手
机仅充一次电就会“精疲力尽”，还不如舍友5000毫安
的充电宝电量足。小刘总结认为，二手交易平台上的手
机、单车、充电宝等产品具有“外观迷惑性”，很多都是
“看上去很美，一用就上当”。闲鱼客服对记者说，只要商
家卖的不是违禁品，就可以在平台上发布。

———转场交易，吞吃押金。记者调查到，一些受访者
被骗后面临申诉难， 不少是由于交易脱离了原本的平
台。安徽阜阳某中学的小张在转转上看到一部价值900
元的小米手机，卖家说自己急需用钱，价格可降至800
元，前提是小张要先用微信转账400元当作“预付款”，
余款等货到结清。小张转账后，却迟迟没有收到手机。

———到手“刀”，货物到手再砍价。广东的石先生就
有被买家恶意砍价的经历，他曾在转转上以150元的价
格售卖一部手机，一名买家很快就下单，并付钱到交易
平台。但买家收到货后，却以手机内部防水标签变红为
由，要求石先生退还80元。石先生很不满意，因为他的
手机根本就没有进过水，便向客服申请仲裁，客服回复
称要两人自行协商解决。苦于没有留存证据，石先生和
买家僵持一周后，无奈同意了买家的请求。

“我查了他的买卖记录，发现买家是个手机贩子，挑
毛病把我150元的手机砍到70元钱，又转手200多元卖
了出去。”石先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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