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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省消费者协会发布“双 11”消费警示，
提醒广大消费者要做到理性消费，认真了解促
销规则，防范八大类消费陷阱，以免个人财物受
损。

价格陷阱。先涨后降，“低”价不低。某些
电商平台的部分商品在“双 11”促销前先涨价，
而在促销当天降价，促销活动名不符实。消费
者对于心仪商品，要关注平时的销售价格，与促
销价格进行对比，看看是否真的实惠。

虚假订单信息陷阱。许多商家自己背后操
作，或者是雇用一些网络客帮着刷单，这会给消
费者造成这款商品是爆款，谁抢到谁幸运的表
象，诱导消费者跟风抢着下单购买，结果买到了
普通且无用的商品。

定金陷阱。商家会用很低的价格将价格很
高的商品进行先交定金后出售的方式展现出
来，消费者觉得反正定金很少，于是纷纷交纳。
而在“双 11”那天，消费者交纳定金的商品瞬间
就被“抢购”一空，而在消费者很容易忽视的“角
落”里，一定会有商家提示的“不退定金”字样，
不管你能否购买到商品，定金是不会返还给你
的。

低价陷阱。消费者在网上购物有时会遇到

这种情况，一件平日几百甚至几千元的物品，在
“双 11”那天竟然十几块、几十块钱出售，且购买
量非常高。消费者下单购物后，价格确实还是
那么低，但是附加条件却有很多，消费者需要购
买其他搭配商品，或者是被要求成为商铺会员，
或者需要充值多少钱后才能享受所谓的低价。

满额返利陷阱。商家往往打出本店购满返
利的噱头诱导消费，比如满五百返二百，消费者
购物后，累计消费达到五百返利要求时，商家却
告知合并付款的不能享受返利活动、或者返还
的金额只能用于购买本店商品。所以在购物下
单前，消费者应先与店家充分沟通，了解活动规
则，看清其中的“猫腻”。

红包、链接陷阱。消费者遇到需要填写个
人信息的红包不要碰，分享链接、与好友共抢的
红包需谨慎，拆红包要求输密码的不可信。“低
价拼团”可能是为了获取用户隐私信息；“虚假
拼团”链接有些可能带有木马病毒。

诈骗短信陷阱。一些不法分子以短信、微
信方式冒充商家官方，说得有模有样甚至准确
报出买家的个人信息和网购交易记录，迷惑性
很大。消费者要学会查询官网官方信息，在拨
打商家客服电话咨询时，一定要仔细确认其是

否为官方认证电话，以免上当受骗。
退货退款陷阱。“双 11”过后，不法分子可能

会以“退货”或“退款”为由冒充客服，要求消费
者点击其提供的“钓鱼网站”链接，盗取持卡人
的银行卡密码及动态验证码。还有的不法分子
会从非法渠道获得客户信息、快递单号等，随后
冒充快递员提前联系受骗者，把假货送到消费
者手中，以“货到付款”为由来骗取钱财。消费
者要谨慎对待自称网购客服的电话或短信，切
莫泄露银行卡账号、用户名、动态验证码等重要
信息。 （许晶晶）

据《山西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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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 3日，记者咨询了太原市新华书店的一
位值班经理，他表示，目前，书店暂时没有跟“双
11”相关的促销活动，他们一般都是在读书节等
日子做一些促销。

说起很多市民愿意在网上大量囤书的事，他
表示，首先，读者应该根据自己的需求出发，理性
消费，网购书时也应该选择一些口碑好的书店，
毕竟网上一些书商提供的图书良莠不齐。新华
书店也有自己的网上书城，大家可以搜索“太原
市新华书店”“山西省新华书店”网上购书。

其次，对购买的书籍要有一个阅读计划，除
用于收藏或者工具书外，不要一味地购买而很少
看，这样它们就成了家中的装饰品。如果你是租
房居住，后期搬家过程中，它们还会成为额外的

负担。“买书一时爽，可是买后不读又后悔，这种
行为要不得。”

此外，这位经理还表示，从全国范围来看，太
原的人均读书量还是偏低的，大量囤书的市民总
体来说是少数。不过，儿童读物、教辅类图书销
售量相对较高，市民还是比较舍得在孩子身上多
投入的。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个人的年龄、喜好、知
识储备、人生阅历等不同，喜欢的图书也不同。
除非是工作、学习必需，否则没有必要强迫自己
去阅读一些不感兴趣的题材，也不要一时兴起，
买了整套整套的经典名著而成为摆设。

（宋俊峰）
据《山西晚报》

众所周知，每年的“双11”有个外号叫做“剁手节”，指的是它总能在不知不觉间掏空你的钱包，冲动消费后面对巨
额的消费账单，不少市民悔恨不已。但是近几年，随着社会消费观的改变，消费者对待“双11”的热情正在回归冷静。
而在书迷聚集的图书市场，记者走访发现，很多市民非常喜欢成摞成摞地往家囤书，把“双11”变成了“囤书节”。

11月1日至3日，记者走访了市民、主流售书网站和新华书店，相关工作人员建议，购买图书也应该理性消费，不
要囤了很多书却不看，造成浪费。

“双 11”之际，网上琳琅满目的折扣商品是不是让你挑花了
眼？在图书消费市场也是如此，11月 3日，“双 11”还没到来，记
者就在包括淘宝、京东、当当等网站看到，各种与“双 11购书指
南”相关的消息已经层出不穷。有的推出五折包邮，有的推出满
300元减 50元、满 105减 15元等优惠活动。

“怎么买书才能更划算”“2022年双 11最强购书攻略”……
稍微留意，就能发现不少诸如此类的话题。

遇到“双 11”，买书下单倒变成了一门“学问”。爱阅读的工
作族张先生告诉记者，一本书虽然不贵，但是买得多了，价格自
然就上去了，而且这几年，书籍尤其是古籍类的一直在涨价，“大
多数商品都是‘捆绑’销售，比如说图书，买三件、五件才有折扣，
不多囤点儿实在凑不够，也就享受不到优惠。”

怎么买？在哪儿买？买多少？计算好的话，能省下一大笔
钱。“有些优惠活动跨店是不能共享的，还有一些优惠券需要积
累到一定金额或者买够多少本书才可以用。”最让人吃惊的是，
部分书籍若想要体验到折扣价，还要注意分类。“图书不是可以
分为外国文学、经典文学、人文社科等类别吗？有的优惠活动跨
图书类别了，也是不能共享的。”张先生说。

为此，他会特意在“双 11”下单前，关注一些做“购书攻略”
的博主，提前准备好购书清单，“去年‘双 11’，我买了将近 20本
书，实付金额 400元出头，比原价便宜了 260元。”

不过，也有市民后悔囤书。郭女士平时就爱读书，加上儿子
上初二了，学校也要求阅读一些古今中外的名著。“反正书又坏
不了，放着慢慢看呗。”她说，去年“双 11”期间，她趁着优惠买了
三四套名著，每套在 10 本至 15 本不等，还是大部头，价格 1000
多元，优惠了近 300元。不过，一年过去了，他们娘儿俩加起来，
也才读了不到四分之一。

“我准备挑出来两套，挂在二手书网店上卖掉。”郭女士说。

那么，读者在“双 11”最喜欢“囤”哪类书？记
者对 11月 1日至 3日京东平台和当当网的图书销
售榜进行了观察，发现儿童文学类别下的图书成
为了榜单上的“常客”。多名商家表示，目前“双
11”才开始，整体图书数据还没出，但是学生读物
和儿童文学类的图书很受读者欢迎。

这类图书的热销，背后其实是儿童经济和亲
子消费愈发受到市场关注的表现。记者注意到，
多家线上书店，围绕儿童文学类图书持续发力，
推出了各式各样的“促销”活动，除满 299减 50和

20元优惠券等常规手段外，还增加了一些限时优
惠。

家住太原市解放路的李女士说，她在“双 11”
很少网购，但是却给孩子买了不少书，“想让他爱
上阅读吧。”李女士的孩子 10岁，在她看来，是最
适合培养“阅读”爱好的阶段，“而且像儿童绘本
这种书，画过一遍就不能再用了。”所以这个“双
11”，她一口气购入了 5套丛书，大多是一些能让
小朋友涂涂画画的绘本，“囤着用，能用一两个
月。”她说。

“捆绑”销售多囤点儿才能享优惠 学生读物和儿童文学类“冲”出重围

读者应根据自己需求理性消费

““双双双双双双双双双双双双双双双双双双双双双双双双双双双双双双双双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线上买书有优惠线上买书有优惠 囤多了看不完又浪费囤多了看不完又浪费
业内人士建议业内人士建议业内人士建议，，，对购买的书籍要有阅读计划对购买的书籍要有阅读计划对购买的书籍要有阅读计划，，，不要一时兴起买自己不感兴趣的题材不要一时兴起买自己不感兴趣的题材不要一时兴起买自己不感兴趣的题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