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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个月下单8个手机，又全部退货
滥用“七天无理由”退货规则乱象调查

□ 首席记者 陈颖婷

连退 12 次手机， 只为体验试玩； 对知名化妆品“买真退

假”， 造成商家损失百万元……“七天无理由退货” 本是保障消

费者权益的善意规则， 却成为部分人牟利或满足私欲的工具。

近日， 上海松江区人民法院对一起“反复退货手机” 案件作出

判决， 驳回消费者沈某的退款诉求， 直指其行为“超出合理消

费需求， 构成民事权利滥用”。 与此同时， 上海警方接连破获多

起“买真退假” “伪造瑕疵索赔” 案件， 涉案金额超百万元。

这些案件背后， 暴露出消费者滥用退货规则、 恶意索赔等

行为正侵蚀着消费环境的公平与诚信。 如何平衡消费者权益与

商家利益？ 法律与监管如何为营商环境筑起“防火墙”？ 记者展

开调查。

高甜法官表示， 我国 《中

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

法》第二十五条赋予消费者“七

天无理由退货权”，但其核心是

解决网络购物中的信息不对称

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

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 进一步

明确：“消费者行使权利应遵循

诚实信用原则， 不得损害经营

者和其他消费者合法权益。”

“法律保护的是合理需

求， 而非过度索取。” 高甜认

为， “当消费者通过多次购买

已充分了解商品属性， 仍以无

理由退货为由反复退货， 本质

上是对立法精神的违背。 比如

对于手机等电子产品， 消费者

明知激活会导致商品价值贬

损 ， 仍以体验为目的反复退

货， 构成权利滥用。”

沈某是一名数码爱好者，

自 2023 年 4 月起， 他于一年

内通过京东电商平台分 12 笔

订单购买了 12 部手机， 其中

包括华为的某些高端机型。 仅

2024 年 1 月至 3 月期间， 他

便下单 8 次， 购买 8 部手机并

全部成功退货。

2024 年 3 月 31 日， 他再

次购买华为Mate60RS非凡大

师手机（售价12489元），激活使

用一周后，以“手机太重”“旧版

HUAWEI Card无法享受尊

享权益”为由申请退货。 然而，

平台此次拒绝了他的请求， 并

标注其账号为“非正常用户”。

沈某不服， 连续三次发起退货

申请均被驳回。 更令人咋舌的

是， 在退货被拒后， 沈某继续

使用该手机长达一个月， 随后

起诉商家要求退款。

庭审中， 商家提交了沈某

的购买记录： 同一款手机三次

购买三次退货， 退货理由在七

天无理由项下， 被沈某描述为

“手感不佳” “系统卡顿” 等

模糊理由。 平台负责人当庭指

出： “沈某的退货频率远超普

通消费者， 其行为已导致多部

手机因激活贬值无法二次销

售， 价值贬损较大。”

该案主审法官高甜指出，

沈某作为资深数码爱好者， 明

知手机激活后价值贬损， 仍以

“体验” 为名反复购买退货，

已超出合理消费需求。 她在判

决书中强调： “‘七天无理由

退货’ 旨在解决信息不对称问

题， 而非提供无限体验权。 消

费者滥用权利损害商家利益，

有违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最

终， 法院驳回沈某全部诉求。

沈某的行为并非个案。 在数

码圈，“摸摸党”已形成隐秘产业

链。 部分人甚至组建社群，分享

“如何规避平台监控”“编写退货

话术”等攻略。 一名自称“资深玩

家” 的网友透露：“高端相机、游

戏主机最受欢迎，激活后用七天

再退，相当于免费租赁。 ”

某电商平台售后部门负责

人透露：“每年‘双11’‘618’大促

后，退货率激增。 部分商品因频

繁退货，包装破损、配件丢失问

题严重，最终只能折价处理。 ”更

恶劣的是，一些“职业退货人”通

过二手平台转卖退货商品牟利。

如果说“摸摸党” 尚属灰

色地带， 那么昨天上海警方通

报近期破获的两起案件则直接

触及法律红线。

2024 年 3 月， 杨浦区某

运动品牌公司接到一通“致命

投诉”。 消费者陈某声称， 其

购买的连帽衫袖管内藏有一根

断针， 导致其手部划伤， 并附

上血迹斑斑的照片和视频。 陈

某威胁： “若不‘退一赔五’，

我将全网曝光并起诉！” 公司

为维护品牌形象， 被迫支付

4794 元赔偿金。

然而， 退回的衣物让公司

发现蹊跷： 断针长度、 材质均

与生产设备不符。 公司随即报

案。 杨浦警方成立专案组， 溯

源发现陈某在 2024 年 2 月下

单购买涉案连帽衫后， 自行插

入一根从缝纫店购买的断针，

并伪造受伤证据。 更深入调查

显示， 陈某自 2023 年 11 月

起， 以同样手法敲诈 4 家运动

品牌， 非法获利 1.9 万元。

2024 年 3 月 26 日， 陈某

在海南海口落网， 因涉嫌敲诈

勒索罪被刑事拘留。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 利

用“七天无理由” 的退货规

则， 犯罪分子已形成了“买真

退假” 套利产业链。 2024 年 2

月， 闵行区某物流公司报警

称， 其负责的某国际护肤品品

牌仓库频繁收到假冒退货商

品， 损失超百万元。 警方调查

发现， 退货订单高度集中于江

苏常州， 且均指向同一团伙。

主犯张某原为该物流公司

员工， 熟知退货验货流程。

2023 年 11 月离职后， 他伙同

3 人从地下工厂购入高仿护肤

品， 在多个电商平台下单正

品， 收货后立即申请退货， 寄

回高仿品， 再将正品通过二手

平台以 7-8 折转售。 为规避

风险， 该团伙成员利用亲友身份

证注册账号， 并选择不同省份仓

库退货。

截至案发， 该团伙累计作案

80 余次， 涉案金额达 60 余万

元。 2024 年 3 月 25 日， 警方在

常州某酒店内将该团伙 4 人抓

获， 现场查获未售出的正品及高

仿护肤品 590 件。

警方告诉记者， 近年来， 不

法分子为了牟取利益， 恶意利用

电商平台和商家商户退货售后服

务规则， 采取“买真退假” 方式

实施诈骗， 甚至无中生有伪造所

谓“商品质量问题”， 以此要挟

敲诈商家赔偿， 此类行为不仅侵

害了经营主体合法权益， 也扰乱

了市场经济秩序， 严重影响营商

环境。 对此， 上海警方密切联系

电商平台和商家商户， 建立信息

通报机制， 及时发现相关牟利性

恶意索赔违法犯罪线索并集中核

查打击。

当“七天无理由”沦为“无限体验卡”

犯罪升级：从“薅羊毛”到敲诈勒索

法律透视：诚信原则是维权底线

深剖源头：漏洞何在？

记者调查发现， 目前多数

电商平台对退货行为的监控仍

停留在 “简单计数” 阶段， 如

“同一账号月退货不得超过 5

次 ”， 但有心人通过多账号 、

跨平台操作就能轻松规避。 而

对于同一 IP地址下单多个账

号、高频购买高价值商品、退货

理由高度雷同等特征， 平台算

法捕捉能力依旧不足。

同时， 商家由于取证短板

而无奈买单的情况也不罕见。

松江法院法官黄欣在办理一起

羽绒服退货纠纷中就发现， 商

家的证据意识不足。 消费者王

某购买了两件单价 3000 元的

羽绒服， 退货一件后被商家以

“商品被调包” 为由拒收。 法

庭上， 商家因未对每件羽绒服

设置唯一识别码， 无法证明退

回商品非原物， 最终只能认下

这件羽绒服。“中小商家普遍缺

乏全程录像、 唯一编码等证据

留存措施。”黄欣指出，“一旦遭

遇恶意退货， 维权成本往往超

过商品价值，只能妥协。 ”

尽管警方加大打击力度，

但多数滥用行为仍难以入刑。

一名职业退货人匿名表示 ：

“就算被平台封号， 换个手机

号就能重新注册。 只要不伪造

证据， 最多算民事纠纷。”

对策：多方共治守护公平

据悉， 部分电商平台已启

动技术升级， 结合用户行为数

据、 社交关系网络等多维度信

息， 对高危账号实施限制下单

等措施。 还有一些平台针对恶

意退货设立了追责制度， 如果

卖家能够提供足够的证据且问

题严重 ， 也会得到平台的支

持， 并向买家追回相应款项。

同时， 固定 “证据链” 也

很关键。 部分品牌已构建全流

程防御体系 。 通过 “一件一

码”， 为每件商品赋予唯一溯

源码， 退货时扫码验真。 同时

从出库到退货拆封全程视频记

录以及与专业检测机构合作，

出具退货商品鉴定报告。

“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健康

运行依赖于各方恪守诚信底

线。 当“薅羊毛”演变为“割韭

菜”， 法律与监管必须亮剑；当

技术漏洞助长投机， 平台与商

家亟须升级防御。唯有构建“善

意不被辜负，恶意无处遁形”的

生态， 才能让网络购物真正成

为公平与便利的双赢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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