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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一则“上海阿姨花 900
多万元买假古董”的消息颇受关
注。这已不是收藏市场第一次“爆
雷”，假古董、假纪念币、假工艺品等
被不法商人鼓吹成具有极高价值或
极大升值空间的“收藏品”，欺骗消
费者。

直播间里的各种“纪念币”、自
称收藏机构发送的“赠礼”短信，都
能相信吗？记者调查发现，随着社
交平台、直播电商等新兴渠道兴起，

“收藏”市场套路越发多样，消费者
要擦亮眼睛，相关部门也要予以关
注。

一字之差一字之差，，偷梁换柱偷梁换柱

“为纪念十二生肖金币发行 40
周年，特发行《传世财富·生肖聚福》
圆形纪念一套”“一次性收齐央行十
二生肖纪念币”“中国第一套生肖金
币，生肖珍藏的龙头经典”……金光
闪闪的硬币，配合如此宣传，有的甚
至带有“央行发行公告”等“红头文
件”，是不是可信度很高？

然而，这些商品与央行发行的
纪念币，有天壤之别。

记者调查多个主打“收藏”的网
店账号发现，很多商家故意混淆“纪
念章”与“纪念币”的区别，甚至假借
央行名目误导公众。

根据我国人民币管理条例规
定，纪念币由央行发行，其主题、面
额、图案、材质、式样、规格、发行数
量、发行时间等，均由央行确定并会
公示。

业内人士解释，央行发行的纪
念币分为“普通纪念币”与“贵金属
纪念币”两种。其中，普通纪念币
包括普通金属纪念币和纪念钞，它
们的材质是用于印刷钞票的纸张
或铸造普通硬币的金属，面额表明
其法定价值。这些纪念币发行后，
可 以 与 其 他 流 通 人 民 币 等 值 流
通。贵金属纪念币包括金币、银币
等贵金属或其合金铸造的纪念币，
同样有面额，但面额是象征性的货
币符号，并不表明其真实价值，不
能流通。

在线上，很多商家兜售的其实
是“纪念章”。别看“纪念章”与“纪
念币”仅一字之差，价值却完全不
同。简单来说，“纪念章”是商家自
行设计制造的商品，与央行没有关
系，所谓的“藏品价值”或“升值潜
力”很有水分。

但不少商家利用信息不对称，
误导消费者。比如，产品文字说明
不出现“纪念章”三字，而是用“纪念
一套”“纪念金币”等替代；主播在介
绍产品时，也不说“纪念币”或“纪念
章”，而是以“这套”“全套”等指代。

此外，还有一种误导消费者的
做法是使用央行发行的纪念币图
案，并称由“中国人民银行行政授权
发行”。比如，某主播吆喝一款纯银
版“千禧龙钞”，声称是2000年“千禧
龙钞”发行后的升级打造，而且“同
号钞、豹子号、顺子号在人民币收藏
中属极为罕见稀缺”，但该“龙钞”没
有货币单位，而在主播介绍开头一
晃而过的画面中，能看到“中国人民
银行图样许可”的字样。

业内人士提醒，“央行图样许
可”与“央行发行”完全不同，消费者
要当心部分商家将两者混为一谈。

人民币图样使用管理办法规
定，符合条件的法人、其他组织及
自然人以展示人民币设计艺术、促
进钱币文化健康发展等为目的，可
以申请使用人民币图样；但是，使
用人民币图样制作商品时，不得使
用“中国人民银行”行名和货币单
位。

可见，“图样行政许可”只是表
示央行同意相关单位在产品上使用
人民币图样，并不代表产品由央行

发行。
对公众来说，要区别是“央行发

行”还是“商家生产”其实不复杂，一
是可以通过央行官网查看每年发行
的普通纪念币和贵金属纪念币项
目；二是看纪念币或纪念钞是否有
面额或货币单位，哪怕有货币单位，
只要不是“元”，同样不是央行发行。

收到伴手礼收到伴手礼，，就能买到就能买到““藏品藏品””？？

线上的“收藏币”令人眼花缭
乱，线下的“藏品”同样参差不齐。
有消费者反映，某机构发送的赠礼
短信称，凭该短信可免费参观国礼
展并领取包含各国纸币在内的伴手
礼。社交平台上，既有网友发帖称

“已领到伴手礼，是真的”，也有网友
询问“是不是有套路”。事实究竟如
何？记者进行了实地调查。

根据短信里的地址，记者来到
了这家工艺品商店。店员表示，参
观者登记完姓名、电话号码等个人
信息后，便可由专人陪同参观讲
解。紧接着，对方开始为记者讲解
店内的展品。在他的描述下，这些
工艺品价值极高，其中不少是国礼
的复制品，价格则令人咂舌，从几万
元到十几万元不等。

或是看记者经济实力有限，工
作人员并未极力劝说选购，只是在
参观结束后，拿出一本人民币纪念
册，里面有百元、五十元、二十元等
不同面额的人民币，称可等额兑换

“豹子号”纸币（即编号后三位相
同），具有一定的收藏价值；或者缴
纳上千元费用后成为会员，获得价
值5000元的德化瓷杯、建盏等“入会
礼”。记者表示都不感兴趣后，对方
很快收起了册子，并在记者离开前
给了伴手礼。

虽然记者没有兑换或入会，但
被纪念册、工艺品等吸引的老年人
不在少数。虽说纪念册是等额兑
换，但并非一次性交给兑换者，而是
要求兑换者每月来店里一次，领取
指定面额的纸钞。

再看记者拿到的“伴手礼”，包
括 1 枚 10 元面额的普通生肖纪念
币、几张 5 角连号钞和 1 角连号钞、
部分外国纸币。据收藏爱好者鉴
定，价值在三四十元左右。部分参
观者入会获得的“德化瓷杯”“建盏”
等，市场价格只有一两百元，与商家
宣称的数千元相差甚远。

收藏市场收藏市场““水很深水很深””，，谨防上当受骗谨防上当受骗

不论是线上形形色色的“纪念
章套装”，还是线下几十元的伴手礼
乃至号称数千元的“入会礼”，根本
目的都是增加商家所售商品的“收
藏价值”。但对普通人来说，如何区
别普通工艺品与收藏品并不容易。

以下几种“收藏”套路需要提高
警惕：一是高价回购。销售收藏品
的商家称，可以与买家签订合同，约
定一段时间后高价回购所谓的收藏
品。二是定期返利，虚假宣传投资
些收藏品将获得高额返息销售的分
成等，诱骗投资。三是代为拍卖。
故意夸大消费者手中“收藏品”“工
艺品”的价值，以召开拍卖会、展览
会等名义骗取鉴定费、展览费、拍卖
预收费等费用。

在这些套路中，中老年群体上
当受骗较多。所以，警方多次提醒，
中老年群体有一定的经济基础，资
金支配自由自主，部分中老年人对
收藏抱有“捡漏”“升值”等心态。正
因为此，极易陷入商家的套路里。
所以，中老年群体对涉及钱财的陌
生来电、短信、短视频、直播等，都要
提高警惕。进行投资前，或询问专
业人士、子女等，不要被所谓的“升
值前景”所诱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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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定金后支付定金后，，““一觉醒来全都涨价了一觉醒来全都涨价了””

用户晓月是天猫 88VIP 用户。10 月 14 日天猫
“双11”首轮预售活动开启当晚，晓月就通过主播李
佳琦直播间“超级美妆节”下单5个预售商品，并支付
了定金。

“当时我面膜买太多了，就想和小姐妹拼单，于
是付完定金我就把购物车里显示的‘券后价’截了
图。”让晓月没想到的是，第二天早上她再次查看购
物车时，发现前一天晚上下单购买的商品全部涨价
了，“一觉醒来价格就动了，我没做任何操作。”

根据晓月提供的截图付完定金后，购物车内已
付定金的商品都会显示“券后价”，这是天猫根据用
户账户中现有的优惠券、红包等计算出的预计到手
价。其中，10 月 14 日晚她购买的面膜券后价为
309.92元，但到了10月15日，券后价就变成了363.55
元。而沐浴露套装的券后价更是从之前的59.92元，
变成了113.55元。

晓月非常诧异，随即她就联系了天猫 88VIP 客
服，“一开始他们说是我抢的红包、优惠券分摊完了，
最终以实际付款为准。但我购买后没有进行过操
作，优惠券怎么会无缘无故消失？”晓月说，再次反映
后，天猫88VIP客服经理回电表示，是“商家改了价
格，与平台没有关系”。

该说法同样遭到晓月反驳，“购物车的商品价格
明确表明，不是商家改了价格，而是优惠发生了变
动。”

与天猫多次沟通，晓月的问题均未得到解决，
“最后他们又说是系统计算不准，让我到实际付款的
时候再看看。”

于是晓月等到10月21日晚支付尾款。当晚她
发现“券后价”仍然是上涨后的价格，“我只能以这个
尾款的价格再去叠加满减券、88VIP消费券，因为这
些东西都是我要用的东西。”

虽然晓月最终还是买下了面膜、沐浴露等商品，
但这件事让她对淘宝“双11”活动产生了怀疑，“双11
各种优惠券、满减计算方式太复杂了。我们作为用
户，只能信任系统在计算了各种优惠后帮我们算出
的价格，然后决定买不买。而且我们默认下了定金，
购物车的价格就是确定的，后面付尾款可以在这个
价格上叠加满减等。但现在系统可以直接改价格
了，这让人怎么信任？！连系统都不能相信了，也不
知道以后会不会有更多的坑。”

说好的大额优惠券说好的大额优惠券，，付尾款时突然过期付尾款时突然过期

用户小梁也遇到了类似的情况。她告诉记者，
天猫“双11”首轮预售她购买了一款vivo1手机，定金
100元，券后价显示是2798元，尾款支付2698元。“但

在支付尾款时，显示尾款变成了2872.54元，实付款
也由此前支付定金时显示的2798元，变成了2972.54
元。”

查看订单后，小梁发现此前付定金时商家曾设
置了一个大额优惠券，但该优惠券会在支付尾款时
过期，“付定金的时候让我们看着价格很便宜，付尾
款的时候优惠券无法使用，价格就又变贵了。”小梁
说，和商家协商退差价无果后，她只能支付尾款再申
请退款。

记者注意到，社交平台上不少用户反映支付定
金后，尾款价格突然上涨。有用户称，10月18日通
过购物车“价格抢先看”看到系统计算出来的商品总
价是 5691.26 元，到了 10 月 19 日，总价就变成了
5833.76元。经过对比，商品总价未变，但“购物券”
的优惠却减少了 150 元，88VIP 专享9.5 折的优惠也
减少了7.5元。

值得注意的是，大多数用户反映尾款涨价，问题
大多出现在“购物券”变动。该券是天猫针对“双11”
活动特别推出的限时发放和使用品类购物券，如美
妆惊喜券、家装券等。用户抢到购物券后，如果购物
车内有产品可使用该券，结算时会自动计算优惠。
但有用户发现，支付尾款时，此前可以使用的购物券
突然无法使用，导致价格上涨。

用户提供的截图显示，在发现消费券被取消使
用、导致订单尾款涨价后，消费者曾联系天猫客服。
对方回应称，“品类购物券是限时发放和使用的，可
用的商品范围也会因为售卖情况调整。”

“这意味着，支付定金时可以使用购物券，到了
支付尾款时就不可以用。付定金不就是彼此谈好价
格才会付，结果付完定金就取消优惠，这不是违约
吗？”小梁说。

记者看到，虽然预售商品在“商品尾款”价格后
都标注了“实际尾款金额请以支付时页面展示为
准”，试图规避尾款价格出现变动时平台的责任，但
用户对此并不买单，“下定金的时候用户要签协议，
遵守规则，平台调整优惠就可以随心所欲？”

针对上述情况，记者联系了天猫相关人员，他表
示，在支付定金后“价格抢先看”以及“尾款价”都是
根据当下用户账户里已有的优惠及已知的优惠，进
行估算的预计价格，消费者实际支付的尾款会因红
包、优惠券时效等问题，可能出现价格波动，具体金
额以支付尾款结算时为准。

对于品类购物券是否会在用户支付定金后再
进行调整？上述人员称，因为预售时间跨度长，其
间有可能出现报名参加品类购物券的商品会变
化，优惠也会发生变化，“具体以支付页面展示的
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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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藏市场套路多样谨防上当受骗
双11预售尾款被指偷偷涨价

一年一度的消费盛典“双11”已拉开了
大幕。各大电商平台纷纷推出各项优惠活
动，其中天猫重启预售模式，这种先付定
金、再付尾款的模式由于优惠力度大，受到
不少消费者青睐。

然而有不少用户反映，支付定金购
买预售商品后，竟然发现尾款悄悄涨价，

“一觉醒来都变贵了，平台一会儿说是商

家改了价格，一会儿说是系统计算问题，
最终也没解决。”还有不少用户反映称，
预售下定金时商家设置了大额优惠券，
然而支付尾款时优惠券就会过期，导致
价格上涨。

此外，还有用户发现，平台发放的品类
购物券预售期间会发生变化，“前一天能使
用的优惠券，隔一天就被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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