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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博览

在电商平台，一些店铺展示的
“买家秀”，本是消费者购物的重要
参考，但江苏省消保委近日调查发
现，不少店铺所谓消费者的好评和
晒图，其实都是伪造的。对此，江苏
省消保委表示，刷出来的好评，必须
得给差评！

根据调查，当前市场上，存在网
店雇佣网络刷手的情况。网络刷手
并不需要实际收到货品，只要将商
品拍下形成订单，就可在详情页下
方将事先准备好的图片和评论粘贴
进去，“买家秀”就自动生成了。刷
手在该商品下面留言之后，商家会
根据留言将购买金额返还给刷手，
并另付佣金。

除了伪造虚假“买家秀”，网络
刷手还以免费试用为名，为有需求
的网店刷单冲销量。一条刷单的任

务，网络刷手只需模拟正常网购流
程，按照商家的要求先“浏览商品几
分钟”，拍下商品后，再“留下不少于
15 字好评”，一单刷出来的虚假销
量就完成了。刷单成功之后，商家
不会真正将商品寄给网络刷手，而
是会免费邮寄一些便宜的生活用
品，作为网络刷手刷单的报酬。通
过“拍 A 发 B”的操作，网店商家获
得了所谓销量和好评；网络刷手得
到了免费的生活必需品。而其中最
大的赢家则当属刷手网站，每刷一
单，网站都能从中抽取丰厚的佣金。

对于虚假“买家秀”，不少网友
深有感触。有人表示，不少“买家
秀”，发布时间相同，使用照片类似，
一看就是刷的。

江苏省消保委认为，电商刷单
好评、流量造假等不良风气应当被

遏制。根据《网络交易管理办法》的
相关规定，以虚构交易、删除不利评
价等形式，为自己或他人提升商业
信誉属于不正当竞争行为。根据电
子商务法的相关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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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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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省消保委建议，消费者在
网上购物时要增强辨别意识，将好
评、差评与购买数量综合衡量对比，
不迷信数据。在网上购物时，如遇
好评返红包、发空包等行为应加以
抵制，不要助长刷单炒信的不良风
气，拒绝商家的糖衣炮弹，及时举报
刷单炒信行为。

据《工人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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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广州11月26日电（记
者 王浩明）广州住房公积金管理
中心11月26日印发通知，推出包括
提升公积金贷款额度、降低公积金
贷款最低首付比例等系列住房公积
金惠民政策。

根据通知，广州将提高住房公
积金贷款最高额度，将“一人”和

“两人或两人以上”住房公积金贷
款最高额度分别由原来的 70 万元
和 120 万元，提升至 80 万元和 160
万元。

降低第二套住房公积金贷款
最低首付款比例，将购买二套自

住住房公积金贷款的最低首付比
例由 30%、40%下调至 20%，与购买
首套住房一致。购买保障性住房
申请公积金贷款最低首付款比例
为 15%。此外，通知明确提高对二
孩及以上家庭支持力度，将二孩
及以上家庭（至少一个子女未成
年）购买首套、二套住房的公积金
贷款最高额度上浮比例提高至
40%。

通知明确延长住房公积金贷款
期限，贷款期限最长可以计算到借
款人退休年龄后 5 年，不超过 68
岁。在调整住房套数认定标准方

面，将住房公积金贷款套数认定调
整为在购房所在区无住房的可按首
套住房认定，在购房所在区符合“租
一买一”“卖一买一”的可按核减后
的住房套数认定。此外，通知还提
高租房提取额度，将无房租赁提取
额度由 1400 元/人/月提高至 2000
元/人/月。

据有关负责人介绍，政策调整
后，结合上浮机制，“一人”和“两人
或两人以上”住房公积金贷款最高
额度分别达112万元和224万元；二
孩及以上家庭无房租赁提取额度最
高达5600元/月。

广州提升公积金贷款额度
下调首付比例

11月25日，在昆明金才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种植基地，工作人员在查看大花蕙兰生长情况。
近日，我国花卉主产区云南迎来年宵花备货生产的旺季。在昆明市晋宁区、呈贡区的多个花卉企业和种

植基地里，工人们忙着采摘、整理、打包、运输鲜切花，到处一派繁忙景象。据了解，这些年宵花除销往国内多
地外，还将出口至越南、日本、俄罗斯等国家和地区。在被誉为“亚洲花都”的昆明斗南花卉市场，年宵花已开
始上架销售。冬日里的“美丽经济”展现出良好势头。 新华社发 （彭奕凯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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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上海11月27日电（记者 兰天鸣）记
者日前从上海市公安局获悉，上海警方近期与多
地警方成立联合专案组，共同打击一非法制造、
销售、使用假数电发票系列案，抓获犯罪嫌疑人
100余名，捣毁制假窝点40余处，现场缴获各类假
发票5000余张和制假软件源代码1套，扣押软件
密钥70余个，查证假发票票面金额20余亿元。

今年1月，上海公安经侦部门在侦办一起经
济犯罪案件中发现，犯罪嫌疑人沈某疑似利用一
款制假软件伪造大量数电发票对外出售。

警方由此追查发现，沈某使用的这款软件系
从位于广东的犯罪嫌疑人詹某明、詹某凌处购
得。经查，犯罪嫌疑人詹某明为牟取不法利益，
设计开发了一套可开具假数电发票的软件源代
码。使用者只要根据模板，输入企业名称、发票
品名、开票金额等信息，即可生成一串假发票号
码以及所谓的“防伪”二维码，从而得到一张假发
票。

犯罪嫌疑人詹某凌则通过社交软件，以每套
800元至1000元不等的价格，向包括犯罪嫌疑人
沈某在内的全国50余人出售该软件，累计200余
套，从中非法获利20余万元。而犯罪嫌疑人沈某
等人在购得软件后，则以收取票面金额1%至2%
不等的费用的方式，对外出售假发票10余万张，
涉及票面金额20余亿元。购买这些假发票的企
业或个人，多将假发票用于逃避缴纳税款、套取
企业资金等非法用途。

目前，该系列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上海等地警方破获
一非法制造、销售、使用
假数电发票系列案

准备去欧洲旅游的刘某，与某旅行社工作人
员赵某某签约后转账27400元，但因故未能出游，
要求退费25400元。旅行社却说从未收到刘某的
费用，原来钱款已被赵某某挪用。北京东城法院
根据这起审理过的典型案例，向市民警示旅游合
同中的风险。

消费者刘某签订的是德法意瑞14天的旅游
合同，合同落款处盖有旅行社印章，签约代表签
字处签有“赵某某”三个字。在签合同当天，刘某
在该旅行社分店内根据工作人员提示，扫描二维
码后支付旅游费用27400元，该分社出具收据。

诉讼中，某旅行社认可与刘某签订的合同的
真实性，但称刘某并未按照合同约定的账户转
账，该旅行社未收到刘某支付的旅游费。同时不
认可赵某某是旅行社的员工，对于刘某提交的转
账记录，该旅行社表示为其分社个别人员私立账
户，旅行社对此并不知情，并表示现在该分社和
营业部均已撤店不再营业，故不同意退还相关旅
游费用。

经法院审理认为，刘某作为消费者，在旅行
社法定的经营地址和经营时间，按照旅行社内部
工作人员的指引扫码进行支付，已经尽到了一般
消费者的注意义务，行为符合日常生活实际。在
此情况下，如果要求消费者仍然怀疑所支付的账
号为假，已经超出了一般消费者的注意义务。法
院判决某旅行社返还刘某旅游费用25400元。

判决作出后，双方均未上诉，本案已生效。
据《北京晚报》

“偷梁换柱”
旅游款进了私人口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