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律师服务
责任编辑 陈宏光 E-mail:lszk99@126.com www.shfzb.com.cn

2023 年 5 月 22 日 星期一

编者按：

每有引人关注的社会事件、 法律问题发生， 律师往往能在第一时间给出提示、 提供服务。 我们为读者采集律师对这些身边事的法

律解析， 让您不用出家门就可享受 “律师服务”。

据 “浙江在线” 报道， “参与

活动， 抢打卡免单名额， 坚持打卡

12 个月 ， 返款实付金额 100% 。 ”

当售价 4998 元的学习桌遇上打卡

免单活动， 你会用毅力去博这一份

充满诱惑力的优惠么？ 最近这段时

间， 网友张女士反映了她参与打卡

免单活动后遇到的一系列烦心事，

从兴致勃勃到怒气冲冲， 长达半年

的心血眼看就要落空……

宣称学习桌可全额退款

2022 年 11 月底， 在朋友的推

荐下， 宝妈张女士在天猫平台一家

名为 “斯芬达旗舰店” 的店铺购买

了一套售价为 4998 元的人体工学

儿童桌椅套装。 张女士表示， 选中

这款产品并非是因为其功能有多丰

富， 更多的是被有奖活动吸引。

张女士提供的一张活动海报显

示， 前 90 位参与活动购买指定商

品的消费者可以抢 “打卡免单名

额”， 只要坚持每日拍摄孩子使用

该款学习桌椅的视频， 并发布到逛

逛进行打卡就可以获取持续福利，

即头 3 个月每月可返实付金额的

10%， 持续打卡满一年时， 可再一

次性返剩余的 70%。

开始的三个月， 每月 10%的返

现都如约而至， 大约 1500 元以淘

宝客服私信红包的形式发放。 直到

3 月， 张女士留意到她此前购买的

这款学习桌椅竟然开始以大约 5 折

的价格抛售。 “太坑了， 打卡 3 个

月退的钱都没这个折扣多。” 张女

士感觉非常生气的同时有隐约不

安 。 “果然， 4 月 26 日商家突然

发一个公告说他们经营不善， 全平

台取消打卡活动。”

由于日常参与打卡， 张女士与

其他参与活动的消费者常常在 QQ

群和微信群交流经验， 她观察到，

去年以来， 该品牌陆续推出过 8 批

次的打卡免单活动 ， 规则大同小

异。 “QQ 群里有 200 多个人， 微

信群里也有 100 多个人， 而且很诡

异的是打卡取消的时间， 刚好是第

一批参与者打卡快满 1 年的时候。”

张女士质疑商铺是有意为之， 逃避

兑现 “打卡全额返” 的有奖活动。

商品下架企业失联？

在某投诉平台上， 对斯芬达打

卡免单活动的投诉有 100 条， 涉及的

平台包括天猫、京东。 记者查询发现，

两个平台的该店铺均已全部下线商

品， 页面仅保留了一份 5 月 2 日发布

的公告， 表示除不再销售产品外其他

工作照常运营， 消费者可以选择终止

打卡提前清算，或者继续参与活动。

“就是因为我们很多参与的消费

者投诉反馈， 后来他们新出了这份公

告。” 张女士表示， 虽然店铺声称活

动继续， 但是对于打卡视频的限制趋

于严格， “会找出各种理由说我们打

卡视频不行， 审核不通过。”

针对消费者遇到的问题， 记者联

系了天猫和京东， 天猫相关负责人回

复表示，“平台已经联系到斯芬达旗舰

店，斯芬达相关人士表示，如店铺公告

所说，斯芬达会坚持继续履约。 ”京东

相关工作人员回复表示， 接到媒体的

反馈后， 迅速与商家及品牌方进行了

核查。 据反馈， 因厂家生产供应链问

题，此品牌商品后续将停止生产。为确

保用户权益， 京东将全力协调销售商

家及品牌方妥善解决后续服务问题。

对于品牌方公告中的承诺， 京东表示

后续也将密切关注品牌履约情况。

此外， 记者查询到该品牌企业实

为 “佛山市翰亮家具有限公司”， 企

业登记机关为佛山市市场监管局。 记

者联系该局后， 该局回应， 初步判断

该商铺行为涉嫌违反 《规范促销行为

规定》 第十三条、 第十五条第五款以

及 《反不正当竞争法 》 第十条第一

款。 上述涉嫌违法行为一经查实， 则

可按相应法律法规进行处罚。

“天上不会掉馅饼”

记者留意到， 去年， 广东省市场

监督管理局在佛山举办过反不正当竞

争相关活动， 现场公布 12 起执法指

导性案例， 其中就包括 “打卡返全额

但兑奖难” 问题。 深圳某教育科技公

司曾推出 “打卡全额返” 促销活动，

声称连续打卡 365 天可全额退款， 但

后来该公司变更活动规则， 单方面将

用户跨年级学习等情形认定为虚假提

供资料骗取退款， 以此取消用户兑奖

资格。 因违反 《规范促销行为暂行规

定》 《反不正当竞争法》 规定， 该公

司最后被罚 40 万元。

浙江省律师协会民商事专业委员

会秘书长、 浙江人地律师事务所主任

唐丹麒表示， 根据 《消费者权益保护

法》 《民法典》 等相关条款， 斯芬达

的行为可能涉嫌虚假宣传和合同违

约， 消费者可以通过向市场监管部门

投诉或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方式

进行维权。 此外， 参照 《规范促销行

为暂行规定》， “在活动进行的后续

过程中， 如果活动方擅自变更或增加

条件影响兑奖， 同样是不合法的， 商

家原先的承诺就可能涉嫌虚假宣传。”

唐丹麒分析， “商家为自己利益， 恶

意阻止兑奖条件成就的， 应当视为兑

奖条件已经成就， 此时商家仍拒绝兑

奖， 则属于违约行为”。

他也提醒消费者谨记 “天上不会

掉馅儿饼”， 消费时切不可捡了芝麻，

丢了西瓜。 （翁宇君）

律师提醒：外卖骑手小心掉进“以租代购”陷阱

据 《法治日报》 报道， 近年

来 ， 随着互联网经济的快速发

展， 游戏装备、 社交账号、 短视

频账号等网络虚拟账号、 财产已

成为人们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买卖虚拟账号的行为也屡见不

鲜。

然而记者调查发现， 由于很

多平台均明确虚拟账号的初始申

请注册人仅有该账号的使用权，

不得通过出租、 售卖等方式转让

该账号， 导致目前很多虚拟账号

脱离交易平台进行私下交易， 各

类乱象丛生。

买方权益难保障

一名短视频从业人员告诉记

者， 短视频平台经过多年运营发

展， 目前入驻的用户、 电商体量

巨大， 想 “白手起家” 吸引粉丝

难度很大。 因此， 接手已经积累

了一定数量粉丝的账号是一条捷

径， 因为这些账号从一开始就有

一定的流量支持。

除了粉丝数量， 一些账号的

等级也是评定其价值的重要因

素， 如游戏账号里面虚拟人物的

等级越高， 价值越高。

但是， 很多平台均不允许网

络虚拟账号的买卖。

如一知名游戏公司在服务协

议中明确： 不得将游戏账号以任

何方式提供给他人使用， 包括但

不限于不得以转让、 出租、 借用

等方式提供给他人作包括但不限

于直播、 录制、 代打代练等商业

性使用。 否则， 公司有权采取限

制或禁止使用游戏账号全部或部

分功能、 删除游戏账号及游戏数

据及其他相关信息、 封号直至注

销的处理措施。

一知名短视频平台在用户服

务协议中明确： 禁止以任何形式

赠与、 借用、 出租、 转让、 售卖

或以其他方式许可他人使用该账

号。

因此， 许多虚拟账号的交易

行为都是在第三方交易平台以外

完成的， 即用户之间直接打款交

易， 导致账号交易鱼龙混杂， 购

买方权益难以保障。

不少受访者称， 购买账号使

用一段时间后， 有些账号被封禁

或密码被改而无法登录， 往往只

能自认倒霉。

租售账号存风险

“我积分 800， 信誉积分

600+的号私我 ， 开开人脉 ， 一

起挣点小钱……” 在网络论坛或

社交群中， 有不少类似的求购、

求租支付平台账号的信息。

记者联系了其中一名发布

者， 对方称租支付平台账号， 按

照账号信誉积分支付相应租金，

金额为数百元至数千元， 上不封

顶。 对方租支付平台账号干嘛？

有受害者告诉记者， 轻则用信誉

积分租赁如共享充电宝等物品后

不归还 ， 重则使用信贷功能购

物、 借钱， “由于账号提供者绑

定的是自己的身份信息， 平台和

App 在追责时， 只会找到这些账

号的注册人， 而他们就成了 ‘替

罪羊’。”

泰和泰 （重庆） 律师事务所

高级合伙人朱杰告诉记者， 支付

类账号出租不合法。 出租、 买卖

支付类账号， 除了可能构成帮信

罪、 侵害个人信息罪等， 存在的

法律风险是多方面的。 支付类账

户的出租、 出卖可能会为电信诈

骗、 洗钱、 逃税、 行贿受贿等犯

罪行为提供工具， 帮助不法分子

转移资金。 《银行卡业务管理办

法》 规定， 银行卡及其账户只限

经发卡银行批准的持卡人本人使

用， 不得出租和转租。 因此， 出

租、 出卖支付类账户， 尤其是账

户绑定了银行卡的情况下， 可能

涉嫌妨害信用卡管理罪， 该行为

违反了金融管理法律法规， 除被

罚款外， 还可能承担民事责任和

刑事责任。

《反电信网络诈骗法 》 规

定，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买

卖、 出租、 出借电话卡、 物联网

卡、 电信线路、 短信端口、 银行

账户 、 支付账户 、 互联网账号

等， 不得提供实名核验帮助； 不

得假冒他人身份或者虚构代理关

系开立上述卡、 账户、 账号等。

朱杰说， 公众对本人的各类

虚拟账号应当妥善保管， 支付类

账户由于有交易支付功能， 如果

买卖、 转让， 带来的危害甚大。

如果发现有出租、 买卖银行卡、

支付类账户等违法犯罪行为， 应

当及时向公安机关举报。

（韩丹东 赵宇嘉）

资料图片

据 《工人日报》 报道， 兼职外

卖骑手求职时没有座驾被中介推荐

“以租代购” 靠谱吗？ 记者采访发

现这种模式很多都发展为 “套路

贷” 令骑手陷入网贷困境。

租住在重庆的彭刚去年 3 月想

做兼职骑手挣生活费， 他看到 58

同城平台上一则招聘外卖骑手的信

息， 找到位于成都武侯区的一家公

司。 工作人员让他下载了美团众包

APP 并实名注册 ， 称可以在上面

接单并结算报酬。

当彭刚表明自己没有电动车

时， 对方提出可以用 “以租代购”

的方式提供车辆。 随后， 招聘公司

的工作人员带他到车行看车。 据车

行的工作人员介绍， 电动车的总价

为 4180 元， 分期购车的话， 每期

近 500 元， 分 12 期还完， 总共还

将近 6000 元。 但车行不提供电池，

需要另外租电池。

当天签完合同后彭刚就觉得上

当受骗了 ， 找到车行但车行不给

退。 一气之下， 他把车低价卖掉，

在第三方平台 “拍小租” 上的还款

也一次没还。

此后彭刚不断接到催账短信或

电话。 去年 12 月底， 他被起诉到

法院。 彭刚认为 “以租代购” 本就

不合理， 因此未参与庭审， 也没给

法院回复信息。 今年 2 月， 法院缺

席审理并宣判了此案。 法院认为他

在催告后未支付到期价款的数额达

到全部价款的五分之一， 公司主张

全部价款 5976 元符合法律规定 ，

法院予以支持。

贵州的朱涛是同样情况的骑手

应聘者， 他从第 3 期开始就没有还

款， 截至今年 3 月 19 日， 已经逾

期 280 天。 他在 “淘乐租” 平台上

共有 12 期还款， 第 3 期账单已从

489 元变成了 1389 元， 12 期加起

来 13248 元， 而他最初的还款总额

只有 5868 元。

记者看到， 第三方平台的还款

信息上， 只有每个月需要还的钱款

总数， 并没有明细本金和利息的区

别。 逾期之后， 当月要还的钱数会

随着时间而飞速增加。

“这些应聘者没有仔细阅读合

同， 是造成被骗的重要原因。” 曾

调解处理 “以租代购” 纠纷的民警

冯牧告诉记者， 他理解因涉世未深

而上当的年轻人， 但作为成年人，

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 由于有双方

签订的合同 ， 只能算经济合同纠

纷， 派出所没有裁判权， 只能通过

做车行的工作， 设法让双方和解。

记者从美团、 饿了么等多家平

台了解到， 所有租车公司与外卖平

台并没有合作， 官方骑手招聘站点

也不提供租车服务。 目前发生的多

起骑手被骗事件， 主要是租车公司

与骑手之间产生的租车协议纠纷。

“租车意味着车辆所有权归出

租方所有， 而 ‘贷款购车’ 就不一

样， 车的所有权归购车者所有， 其

和车行之间是买卖关系， 和第三方

平台属于贷款关系。” 北京德恒重

庆律师事务所李建律师说， 这里的

“以租代购” 其实玩了一个文字游

戏， 所谓的 “分期还款” 实际是贷款

购车， 令想当骑手又没有车的求职者

产生错觉， 认为每个月几百元的分期

付款很容易挣到。

李建认为， 问题出在第三方平台

有没有网贷金融资质。 如果无资质，

这种贷款就是无效的； 如果有资质，

还要看约定利息是否明显高于中国人

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

公告的最高利率。

针对这种骗局， 求职者应该提高

警惕 ， 增强风险意识 。 在应聘过程

中， 要谨慎选择招聘渠道， 注意核实

招聘公司和车行的资质和信誉， 不要

轻易相信虚假宣传， 特别是合同约定

条款要看清楚。 如果遭遇这种骗局，

应当及时报警和维权， 保护自己的合

法权益。 （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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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拟账号私下交易乱象丛生
律师：租售支付账号风险大

买学习桌连续打卡1年全额退款？
律师:可能涉嫌虚假宣传和合同违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