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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元购”改头换面

玩家借高利贷参与为翻本
记者调查发现，饱受诟病和质疑的“一元购”已从一些大型电商平

台退出。如网易已关停旗下“一元夺宝”和“一元购”等夺宝类平台，其
中“一元夺宝”的官方网站已变更为“易商城”，只有5款商品在售。

与此同时，这种“抽奖式购物”转战小平台。记者仅在苹果应用软
件商城搜索“夺宝”“一元购”等关键词，就有百余个结果，其中绝大多数
为个人开发的应用软件。

记者在随机打开的几个平台发现，曾经的“一元购”纷纷改头换面，
许愿夺宝、梦想云购、夺宝高手等名称五花八门。和大平台类似，参与
抽奖的商品大到汽车小到充值卡，游戏规则几乎一致，花最低一元钱获
抽奖号码，平台按照一定算法揭晓结果。

据记者调查，这些个人开发的小平台为吸引流量花样百出。几个
小平台互相合作，拉客户，给佣金，后台操控。记者加入几个玩家QQ
群，每天收到上百条信息，群内都是推荐介绍“靠谱”的借贷平台、新出
的手机应用软件等。福建网友王先生在玩家QQ群中发布信息称：“夺
宝平台要扩大市场，需要客户来玩。如要合作，可开前后台，自己拉人
到前台玩，后台操控，每天结算佣金，客户买多少单你就赚多少单。”

过去那些在大平台亏了本的人纷纷转入这些小平台试图翻本。一
位长沙网友称，去年在某大型平台“一元夺宝”输了25万元，今年年初发
现原来的大平台撤销后，就开始涉足小平台，只求赚钱把贷款还了就

“上岸”。
为了筹钱，有的人下载了30多个借贷类手机APP。一位上海网友

有35个网贷和高利贷贷款，最近一次以100％的月利率借了15000元。
江苏宿迁一名网友因借贷参与“一元购”，拖欠金融贷款逾期未还，以涉
嫌恶意贷款合同诈骗被金融机构控告。

“身边人都知道我是个赌徒，已经妻离子散，工作也丢了，每天网贷
催债的电话都打爆了。”上海网民陈先生哭诉，现在就想把输的赢回来
后就“金盆洗手”。

虚拟用户参与抽奖

有账号中奖200多次
记者调查发现，这类小平台层出不穷，最低只要花2000多元外包给

专业公司搭建个系统平台就能运作。有的平台注册资本仅10万元，官
网上却陈列着各种豪车。

这些小平台投资低收益高。在一家名为“五羊夺宝”的平台上，陈
列着劳力士镶钻手表等奢侈品，宝马、保时捷等豪车。公开资料显示，

“五羊夺宝”是佛山市搜搜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旗下一元夺宝、趣味限购
为特色的专业B2C购物平台。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显示，公司
成立于2009年4月，注册资本10万元，由两位自然人股东分别出资5万
元成立。记者注意到，截至20日，网站上仅宝马7系等4款热门车型已
有38.8万多人次参与抽奖，按照每次10元的认购额，这笔收入达到388
万多元。

但记者发现，虽然商品包括豪车豪表，实际上玩家只能抽中充值
卡、购物卡等低价值商品。从平台显示的中奖名单可以看到，根本没有
人中过豪车豪表，大部分都是手机充值卡之类的低价值商品，一些价值

比较高的产品一直处于未开
奖状态。

“平台初期推广主要靠砸
钱引流，当用户达到一定量
后，就可以躺着数钞票了。”一
位平台开发者透露，此前一些
大平台主要通过商品溢价赚
差价钱，现在的小平台商品主
要是充值卡、购物卡等容易变
现的商品，平台从买卡方抽成
获利。

据该开发者介绍，平台先
低价买入各种卡，再以卡面价
值将卡“众筹”卖出去，从中
赚取差价。由于这类商品非
常容易变现，商家和黄牛会
以一定折扣进行回收，“即便
众筹不出去，也可以倒手重新
变现。”

多位玩家表示，中奖的手
机充值卡和京东 E 卡可以通
过奖品回收变现或对账户充值。一位同时为多个夺宝平台回收充值卡
的服务商透露，有的平台规定回收价格不能超过卡面额的一定比例，推
广还能取得佣金，根据收卡面值的3％计酬。

通过后台生成大量虚拟用户参与抽奖仍是一些平台惯用的伎俩。
“他们会设置定时奖品回收机制，从而加快开奖时间以实现最大盈利。”
一位程序员告诉记者，这类产品往往设定内部账号中奖程序，有款“一
元购”产品曾出现过一个账号中奖多达232次。

涉嫌博彩

监管真空亟须补齐
陕西省工商局反垄断与反不正当竞争执法局局长杨宏斌认为，从

目前掌握的情况看，“一元购”更像是一种博彩行为，而不是正规的交易
行为。由于中奖信息并不透明，抽奖环节也缺乏公开公正，其各个环节
有可能存在严重的欺诈行为。

据记者了解，“一元购”虽然火热，但几乎缺乏监管。“‘一元购’省略
了交易环节，可能是商家规避工商监管行为的一种手段。”浙江省律师
协会理事朱炜说，如果无法将其认定为赌博，公安部门也没法管，而民
政部门对于彩标和博彩行业的管辖指的是由国家所发行的彩票。

监管“一元购”面临无法可依状况。业内人士认为，目前，可以参照
的法律为《反不正当竞争法》，但也存在争议。杨宏斌说，由于消费者在

“一元购”上花钱所购买的只是抽奖机会，网站方并没有提供实际的商
品或服务，不符合反不正当竞争法管辖的交易行为。有奖销售的前提
不存在，工商部门无法以有奖销售这个类别进行管理。

专家呼吁，对此类网上变相博彩行为应尽快制定相关管理法规，并
对相关平台进行相应的执法检查。“‘一元购’模式符合年轻人的网购习
惯，容易在低龄网民中传播，在风险大规模爆发前有关部门应该主动介
入。”杨宏斌说。

实验：

牙签弩射钢针 可插入猪肉4公分
所谓“牙签弩”，是一种尺寸非常小的弩形玩具，长宽各

约10公分，由金属制成，安装上牙签之后，可以发射出去射击
物体。这种“牙签弩”的威力有多大呢？有人使用此物做了
测试。

记者在视频中看到，如果用牙签发射，它可以轻而易举
射穿A4纸，扎爆气球。就算是把A4纸换成硬纸板，竹制的牙
签也能轻易射穿硬纸板，并扎破后面的气球。试完牙签之
后，换上大号的缝纫针来射玻璃，缝纫针虽然被弹了回来，但

是在玻璃表面砸出了一个坑，留下了非常明显的痕迹。
如果把射击目标换成猪肉，两枚钢针可以深深地插入到

猪肉里面，最深的一枚插入达到4公分。在实验视频中得出
的结果是，经测速仪测量，牙签上加装金属头后，射出时速可
达256公里，有效射程超过5米，甚至能射穿玻璃镜片。

追踪：

弓片越多威力越大 多是作礼物送孩子
记者在电商平台上搜索“牙签弩”，发现有各种样式、颜

色的玩具弩，其价格从十几元到上百元不等。记者在评论中

看到，不少人是买来送给孩子玩的。
记者浏览后发现，“牙签弩”分为1至4层弓片，在物品详

情中有“加强弓片，加大威力”的字样。一层弓片射程为6至
8米，四层为15至20米。据悉，“牙签弩”的弓片越多，威力也
就越大。记者注意到，有的卖家还特意标注“近距离可击穿
易拉罐、可击穿纸箱”。

记者看到，在评论中，有网友表示“这威力好强，我放了
钢针，可以穿玻璃”“4片弓的威力还是很大的，小孩慎玩”，甚
至有人晒出了被牙签射中破皮出血的手。

现状：

被曝光后电商下架 家长呼吁禁止销售
记者此前在电商平台上以“牙签弩”为关键词进行搜索

发现，很多件商品的销量都达到上千笔。近日，有不少学生
家长等在微信朋友圈转发了“禁止销售牙签弩”的呼吁，希望
家长管好自己的孩子，希望牙签弩的生产者、营销者、消费
者、相关政府职能监管部门能够予以足够重视。

记者发现，在牙签弩被媒体曝光后，淘宝昨日做出应急
处理，紧急下架了这类商品。19日，记者在淘宝进行搜索时
发现，使用“牙签弩”以及“牙签弓”等关键词，已经搜索不到
这种玩具。

此外，记者在京东商城上搜索“牙签弩”，搜索结果显示
并无此类商品在售。

牙签弩可射穿硬纸板 两电商平台已下架
此“玩具”体积小威力大，家长呼吁禁售

《法制晚报》实习记者 杨雪 记者 武玉姗

近日，一种名为“牙签弩”的“玩具”在中小学生中流行开
来，它虽然只有巴掌大小，但威力不小。实验显示，用竹制牙
签发射，可以射穿硬纸板并扎破后面的气球，换成钢针发射
时，可插入猪肉4公分。

不少学生家长在网上呼吁“禁止销售牙签弩”。19日，
记者在两家电商网站搜索“牙签弩”，结果均显示找不到相关
商品。

“一元购”转战小平台 有账号中奖200多次
或为变相博彩，专家建议尽快制定法规监管

号称花一元就能
博得价值几千元甚至
几十万元商品的“抽
奖式购物”平台一度
风靡网络，多家大型
电商、互联网企业涉
足。记者近期调查发
现，由于这种“一元
购”涉嫌非法博彩，经
媒体曝光后，已从一
些大型电商平台退
出，但众多小平台依
然火热，花样迭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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