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6年2010年网络欺诈威胁中国电子商务 PDF转换可能丢失

图片或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3/2021_2022_2006_E5_B9_B

4201_c40_63852.htm 最近，深圳市网电通科技有限公司的法人

陈建青极为愤怒。 事情的起因是，陈意外发现，由他拥有专

利权的某品牌手机的配件产品，最近正在国内几大C2C交易

网站上热卖，但是，其中九成以上均是假冒伪劣产品。 “我

最近在其中一家网站搜索，就发现假冒商品数量有2400多件

，货值64万元。而我们在国内根本没有进行开放式销售。”

陈建青向《财经时报》投诉说。 实际上，陈建青所遇到的网

上假冒产品现象，正是困扰国内电子商务发展的一大难题。

不少企业总是无奈地发现，自己产品的假冒货已在网上泛滥

成灾，而许多网民在网上付款购物时，也往往上当受骗，或

是买到假冒伪劣产品，或者商品与广告信息不符。 数不清的

交易欺诈 然而，商家以次充好、以假充真，欺诈消费者，也

不过是网络流行的林林总总的交易欺诈现象的“冰山一角”

。更多的网络交易欺诈行为正在不断浮出水面，威胁着中国

电子商务的发展。 最近，山西省的石建华向《财经时报》发

来投诉说，他曾在“科讯手机网”(kexsj.com)订购了某款手

机，当他把3930元手机款以及25元邮费付清后，第二天该网

站便给他打来电话，称货已经送到本地了，但必须再买一部

手机，补交另一部手机的款项后才能提货。 石建华通过查询

，发现送货人的手机并没有漫游到山西，而是福建的号码。

但该网站提供的资料却是在南京市中山路。 而《财经时报》

通过进一步调查后获知，这一网站提供的包括电话、地址、

联系人以及工商注册等资料均为虚假信息这显然是一个以虚



假信息欺骗用户汇款的“皮包网站”。 据北京工商局有关人

士透露，像这一类的电子交易欺诈案例目前正处于高发期。

这些骗子的相同特点是，商品选择金额较大的手机、笔记本

、汽车等商品，大多选择外地交易，要求货款打入某异地账

号，并以各种理由拒绝看货及见面。在交易完成后，它们往

往还以赠送等形式，要求补交货款。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