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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预售制得以取消，但是包括百亿补贴、红
包、满减等活动仍然让人眼花缭乱，消费者一定要
冷静对待促销宣传，避免落入消费陷阱。
　 在购买前需要谨慎评估。选择在成熟正规的电
商平台官网上购物，不轻易点击来源不明的网页链
接；在平台选购商品时除了价格，也要关注店铺是
否值得信赖，可以从经营时间、消费者口碑、信誉
等级等方面判断。部分社交媒体与搜索平台上的商
家或代购缺乏第三方平台作为保障，商家资质、地
址等信息无法确认，存在较大的消费安全隐患，消
费者对此类交易一定要警惕；购买直播商品也需多
面评估，不能轻信主播的口头宣传介绍，要从成交
记录、评价详情等多方面对商品进行评估。
　　在下单购买环节，消费者要注意核对。比如，
消费者在领取和使用各类红包时要注意核对金额，
提前了解清楚它们的使用条件，付款之前要再次核
对，看看与自己计算的优惠价格是否一致，避免出
现“满减不减”的情况。还需要注意商品的历史价
格，防止出现商家先涨价后降价的套路。
　　按需消费。面对商家推出的各种优惠活动，不
少消费者在比较、选购、凑单的过程中迷失了初
心，为“优惠”而购物，为“省钱”而凑单，购买
了超过实际使用需求量的商品。建议在购物前提前
拟定购物清单，避免冲动消费；购买后发现自己囤
货过多，可在商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及时
向商家提出退货，避免造成浪费。
　　消费者在购买后及时与商家沟通。每年
“618”期间订单暴涨，给商家发货和物流送货都
带来了一定的压力，延迟发货、错误发货、快递丢
失等问题出现概率提高。为此，消费者要提前做好
心理准备，避免购买急于使用或保质期较短的商
品。最好提前与商家就发货时间、发货地点、退换
货方式、运费险等信息做好确认。收货时最好当场
查验商品，如发现外包装破损、实物与宣传有出
入、质量存在瑕疵等问题，要尽快联系商家进行退

换货。对未能按时送达的货物，消费者
要留意交易系统自动确认收货时

间，及时联系卖家延长收货
时间。
　　最后，消费者要树立
防范意识，保护个人信
息。对当前互联网上以
各种理由要求消费者添
加所谓“官方客服”
微信并进行转账的来
电、广告或短信，消
费者要保持警惕。网
购时要通过平台官方
支付渠道交易，不要
直接私下转账或扫描
来路不明的二维码付
款，不要随意点击商
家发送的链接。注意
保护个人信息安全，不
轻易将身份证号、银行
卡号、手机号、验证码
等透露给他人，防止信息

遭到不法分子利用。
据《北京晚报》、中国新闻网

冷静对待促销宣传

避免落入消费陷阱

　　在年中大促中，预售制的存在由来已久。早在
2011年，京东率先引入了“双11”预售的概念。他
们提前数天开始接受订单并预留库存，以保证在
“双11”当天有足够的货品供应。这个举措在市场
上引起了广泛关注，其他电商平台也纷纷效仿。从
此，预售成为了“双11”“618”等购物狂欢节不
可或缺的一部分。如今，沿用了十余年之久的预售
机制有望结束了。“更简单”，正在成为传统电商平
台对购物节大促的新定义。
　　5月6日，天猫“618”宣布开始接受报名。相
比往年，今年天猫“618”也开始变得极致简单，
最大的变化在于取消官方预售环节，面向消费者，
5月20日晚8时直接第一波开卖。面向商家，今年天
猫“618”简化报名环节，满足条件的商家直接进
行商品报名即可。
　　无独有偶，一天后的5月7日，京东也宣布“618”
大促将于5月31日开启现货销售，主推每满300元减50
元的跨店满减力度，促销生效期间，商家的同一款商
品可全程参与，重点鼓励全品类商家参与。
　　而在更早之前，快手电商启动“618”大促招
商，商家报名从4月27日开始，一直持续至大促收
官。同样，快手电商今年大促也取消了预售玩法，
5月20日起正式“现货开卖”，开启为期42天的购
物狂欢节。
  记者注意到，这并非电商平台第一次提出“不预
售”。2023年“双11”，京东提前活动时间并取消预
售。而拼多多则在2021年、2022年“双11”就打出
了“无定金、不预售”的口号。
  “这次终于听劝了！”有不少网友对此表示。

电商平台取消预售制

  在部分网友看来，预售制剥夺了购物的“快乐”。
  “提前一周下定金，一周后再补款，等拿到快
递的时候，已经忘了自己买了啥。”“90后”乐乐

（化名）表示，下单预售商品犹如跑了一场“马拉松”，
而且不知道自己的努力是否“划得来”，“预售前做攻
略，可有时候发现预售并没有比现货便宜，可能还
更贵。规则那么复杂，只觉得心累”。
  对电商大促的“疲惫感”也体现在商家群体中。
  “每逢大促都要加人、加班，退货又很多，库
存全搞乱了，很累。”一名电商平台的商家告诉记
者，他们店很少参加平台的大促活动。
  易观流通行业高级分析师陈涛表示，在电商大
促早期，很多商家不敢大规模提前生产、备货，导
致商品现货量有限，很多消费者抢购不到，而预售
制则避免了这一情况，同时也给消费者提供了更多
优惠。“预售制不仅可以让电商平台提前带动市场
氛围，争抢第一波流量并锁定消费用户和销售额，
还能使商家减少参与大促的风险。然而在电商飞速
发展十几年后，商品供应已充足且成熟，预售制的
弊端也开始暴露。”陈涛说。
　　网经社电子商务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百联咨
询创始人庄帅表示，随着大促规模的加大，预售制
的问题越来越多。例如预售的商品不能按期发货、
补差价出现涨价情况、售后服务与常规销售商品不
一致等，甚至出现金融风险，如商家收到预售定金
后“跑路”，钱款无法追回。消费体验变差、风险
上升，使得平台口碑和平台其他正常售卖商品的商
家均受影响，所以很多电商平台会不约而同取消预
售制。

预售制为何被吐槽

  “现在消费者在购物时的新愿景是，拿到商品
的预期时间越短越好，而每个平台都想提高用户体
验，因此都在采取相似举措，以后的购物节可能都
不会再有预售制。”在陈涛看来，在争夺用户、以
用户体验为首要原则的当下，电商在大促活动中取
消预售或将成为一种趋势。
　　对于正在弱化的“预售制”，DCCI互联网研
究院院长刘兴亮分析道，取消预售机制对天猫平台
可能会产生一定影响。短期上来看，可能导致
“618”期间的成交额出现波动，因为预售机制提
供了提前锁定订单的保障。商家无法依靠预售数据
来预测需求，可能对即时供货的策略带来挑战。
“不过从长期来看，取消预售能提供更为简化的购
物体验，使消费者不必在支付尾款和等待发货上花
费时间和精力，从而提升用户对平台的满意度。也
能促使商家更加注重实时的销售数据，提高供应链
管理能力，更好地匹配供需。天猫也可借此机会进
行差异化定位，突出现货即购即得的优势。”刘兴
亮说。
  对于取消预售可能会给商家带来的不确定性，
陈涛认为，取消预售不意味着平台和商家不进行提
前规划。“平台和商家可能利用AI手段，或者根
据前几年或者近期的销售情况去预测销售，这样既
提高了用户的体验，也避免出现供不应求或者说供
过于求的情况。”陈涛说，此外，这次电商虽然取
消预售，但还是会实行分段销售，可以明显减轻物
流在短时间内爆发带来的压力。
  不过，对于消费者来说，在如
今的“大促常态化”下，
“618”的规则变化，或许
已没有那么激动人心。
  “现在一打开购
物软件，就发现在
搞满减促销。”
乐乐告诉记者，
在过去的几个
月中，电商平
台几乎月月都
有促销活动，
自己已完全放
平了对大促的
心态。

预售取消后会有哪些变化

  从5月20日开始，部分电商平台宣布今
年“618”年中消费大促正式拉开帷幕。
相比往年传统玩法，今年各大电商平台
做出的最重大调整可能就是取消官方
预售模式，取而代之的是现货售卖
模式。业内人士表示，简化购物流
程有助于提高消费者的购物体验，
满足即时消费的需求。但面对纷繁
的促销宣传，消费者也要理性购
物，避免落入消费陷阱。

“618”告别预售

消费者避免踩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