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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11”刚过，又迎来“双12”，
紧接着就是2022年元旦。一连串
的销售高峰，加上电商造节接二连
三，消费者着实有点眼花缭乱、不
明就里了。

这不，“双12”刚过，网上和媒
体就出现了大量吐槽。

消费者的厌倦和冷漠加之时
间点的不对，直接导致今年的“双
12”变成一个尴尬的促销节日。而

“双11”后爆出的欧莱雅安瓶面膜
价差事件、中消协点名薇诺娜虚假
发货等，让今年的“双12”显得颇为
冷清。

电商造节的促销套路，近年一
直被外界诟病。在“双11”“双12”
期间，店铺促销页面宣传的“预计
到手价”，其实都是有门槛和规则
的，想算清楚比读书时的数学题还
难。

促销期间，一些店铺推出的满
减券，是属于“会员领取”。

随着电商促销的套路越来越
多，不少消费者发现，有时线上所
谓的大促甚至比不上线下店打折
来得实在。

关于这个问题，有电商平台内
部人士透露，“双11”刚过不久，加
上 2022 年春节又快到来，年货节
反而是过年前平台促销的重头戏，
会投入更多的资源。所以，今年

“双12”只是常规促销。
在电商平台频繁促销的背景

下，电商节日期间，“低价”问题已
受到多方关注。今年 11 月，中消
协就提醒消费者不可迷信“低价”。

消费者的吐槽还包括电商消
费节本身就多，再加上今年各地都
举办了促消活动，引起了市场一定
的倦怠。

业内人士指出，此次“双11”引
发的消费问题，包括欧莱雅安瓶面
膜价差事件、薇诺娜虚假发货等，
或多或少都会影响到商家、主播和
消费者在“双12”期间的购买力。

凡此种种，除了众多消费者厌
倦了电商平台的促销套路外，中小
商家鱼龙混杂、售后问题反馈难等
问题，对电商平台的频繁促销、造
节等手段呈现疲态。

因此，作为电商平台，针对购
物节的发展还是应该回归商业本
质，追求高质量发展，从商品上突
出品质化、创新性、个性化等特点，
根据不同的消费需求进行供给调
整，满足更多分层用户的需求。

近日，气温骤降，前几年流行的雪地
靴再次回归，成为很多商家今冬的热销
品。

记者走访时发现，我市各大商场、超
市里的鞋靴专柜，已将棉鞋、雪地靴摆在
了显眼处。“今年又流行雪地靴了。”一些
顾客逛街时发出感叹。

我市一商场鞋靴专柜导购员介绍，雪
地靴和羽绒服一样，都不属于时尚类潮
品，但在保暖性上却被大众广泛接受，雪
地靴今年销量持续攀升，说明人们消费日
趋务实。

“女士和儿童的雪地靴销售比较好。”
该导购员说。和以往不同的是，目前，我
市市场上雪地靴的款式以橡胶底、PU面
居多，这就区别于以前的硬平底、麂皮面；
颜色上也更加多彩，以宝蓝色、黑色等为
主；价格从200元到上千元，但特别便宜
的“三无”雪地靴已不见踪影。

“消费升级了，很多质量差的商品

都被淘汰了。”某商场鞋区负责人说。
目前，我市市场上雪地靴多是中国制
造，并且各品牌厂家在雪地靴的鞋底、
鞋帮、鞋面上的工艺和材质上都进行了
改良。整体而言，如今的雪地靴比以往
的雪地靴重量轻、暖和、柔软，更适合人
们日常穿着。

针对消费者提出雪地靴鞋底硬、不好
清理等问题。业内人士建议，消费者在购
买新款雪地靴时，先看鞋底、鞋面，鞋底选
用橡胶厚底的雪地靴，耐磨、轻便、透气，
有卓越的缓冲回弹性，但是库存的老款雪
地靴很多是泡沫底，鞋底硬、易变形、防滑
性差，在雨雪天时容易摔倒；鞋面选择PU
皮面或科技布面的雪地靴，这样用擦鞋布
湿擦就可以了。在穿雪地靴时，可以垫一
双鞋垫，使脚在鞋子里更固定，有一定的
缓冲性。最后，还有一点需要提醒消费
者，因为雪地靴内侧都是毛，容易吸汗、发
臭，最好穿一天晾一天，晾的时候在鞋子

里撒一些杀菌的甲硝唑粉或者吸湿的干
燥剂，这样对人体足部能起到养护作用。

上图 顾客在选购儿童雪地靴。
本报记者 王春芳 摄

如今，不少人通过二手闲置物品交易
平台，将自己不用的物品低价转给别人。
从“买家”到“卖家”，越来越多消费者在这
样的身份中来回转换，二手交易平台日渐
火热。

家住解放区的张先生是数码产品爱
好者，喜欢购买各类最新款的电子数码产
品，但最近他的身份转换了，他把自己的手
机、相机、耳机等闲置物品，放到了二手交
易平台上售卖。“一开始出于好奇，就把一
套闲置的运动相机挂到了网上。很快，就
有买家来询问价格，收钱、出单、发快递，整
个过程都很顺利。”张先生说，“近两个月，
我已经卖了五六件闲置物品。”

据了解，我市热衷于二手交易的市民
已经形成各类专业的社群，其中母婴用品、
家具、文玩、美妆、电子数码产品、学习用品

比较受青睐，交易方式也从线上发展到了
线下。

12月12日，在本报小记者中心举办
的“跳蚤市场”上，李女士花费10元购买了
三本幼儿图书。她坦言，这三本书原价差
不多30元，这样购买很划算，而且是孩子
喜欢的书籍，孩子也很高兴。

不少参与闲置物品交易的市民告诉
记者，闲置物品交易最大的优点就在于，一
样东西对于卖家可能是“鸡肋”，对于买家
来说可能就是“宝贝”。这种相互匹配的过
程，乐趣无穷。

但是在闲置物品交易火爆的同时，售
假贩假、以次充好、维权困难等问题也屡屡
发生。

“我曾经在二手交易平台购买了一台
空调，第一个月使用的时候没有问题，后面

就频频发生漏水的情况，维修了几次也没
有完全修好。”在我市山阳区租房的小杨
说，“我去找卖家退货，却碰了‘钉子’。只
当是花钱买教训吧，很多人卖的电器其实
都有‘暗病’或‘硬伤’，买的时候看不出来，
还没用多长时间就出现问题了。”对此，小
杨显得很无奈。

业内人士表示，二手闲置物品交易
平台多为买卖双方个体直接交易，第三
方的监督力度相对薄弱，缺乏商品品质
的鉴定程序，极易导致交易过程中出现
假货等问题。因此，建议买家在此类平
台交易时注意增强风险防范意识。交易
前，要留意对方是否已实名认证、信用状
况如何；交易过程中，要注意留存聊天记
录、收款记录等证据，以备维权申诉时提
供给相关平台。

近段时间，喜欢买包的女士会发
现，我市街边一些箱包门店逐渐消失，
商场内的箱包专柜门可罗雀。相反，
一些品牌鞋柜做起了箱包生意。我市
以往箱包市场专一化的局面正在被打
破。

箱包销售大不如前

12月 12日，记者走进我市某大型
批发市场，发现很多箱包店均已转型，有
的做起了百货批发，有的做起了兼容包
具的鞋帽店。来此逛街的顾客更是寥
寥。

大型商场内的箱包专柜情况略好一
些。在山阳区一家大型商场，这里有6
家品牌箱包店，经营的范围是购物袋、手
提包、手拿包、钱包、背包、单肩包、挎包、
腰包、拉杆箱等。在这里，记者注意到，

最贵的是一款男士公务包，价格是5800
元，其余的价格多在1000元以下。

“我们已经在打折的基础上叠加
了商场活动，女士包3折起，最便宜的
大约是200元。”一名导购员说，“即使
推出了各种优惠活动，销量也不如以
前。”

据了解，箱包市场消费疲软，其中销
量下滑最大的属拉杆箱和公文包。该商
场楼层负责人说，箱包市场消费疲软有
很多原因：一是冬天穿的服装多数是
多口袋的休闲衣服，包的作用不大。
二是这几年大家消费观念有所改变，
人们压缩开支。三是电商冲击大，很
多消费者转战电商平台。四是受疫情
影响，旅游行业和大型商务活动急剧
萎缩，购买拉杆箱和公务包的消费者
少了很多。

箱包市场呈现新形势

虽然传统的箱包市场受到了来自各
方面的挑战，不过，近几年来也呈现出了
新的变化和发展趋势。作为业内人士，
对于市场近几年的变化，市民靳女士感
受很明显，她说：“市场这几年最大的变
化就是卖假货的越来越少，适合工薪阶
层消费的箱包越来越多。”

记者走访时发现，一些超市或商场内
箱包专柜卖的产品种类齐全，款式也多。

时代在变，对行业的要求也在变，积
极求变、主动转型是每一个传统箱包商
家现在应该考虑的事情。业内人士建
议，各箱包商家可以把自己店铺的箱包
放到电商平台上销售，以此增加销量。
另外，也要学习网络直播，拓宽销售渠
道，薄利多销，或许是发展的契机。

今冬雪地靴销量持续攀升
本报记者 王春芳

箱包市场格局待破
本报记者 王春芳

闲置物品交易需谨慎
本报记者 王春芳

促销套路多
“双12”遇冷

□李学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