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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款后群主“人间蒸发”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不少的所谓

“电器团购群”都是个人建立的，看着是

小区的业主推荐的，参与者防备心理就

降低了，而在这种私人“电器团购群”中

购买产品，主要存在付款后没有发货或

者货品是翻新机等问题。

家住广州黄埔区某小区的业主韩

先生是“团购”的参与者之一。他告诉

记者，通过小区业主组建的装修交流群

中一名业主的推荐，成为“**电器团购

群”的群友。

“当时想买一套雅马哈音响，市场价

18000 元，但在这个群里报价只要 8500
元，于是就找群主下单了。当时与我一

起下单的还有其他业主。不久后，下单

的业主都收到了音响。但有业主音响有

问题拿去维修时，发现收到的货品实际

上是翻新机，序列号和机芯都对不上。”

同小区的张女士则告诉记者，去年

12月，她也通过“××电器团购群”找到群

主，订购了一台“峰米激光T1主机”和一

个“100 寸硬屏”，并通过银行账户向群

主提供的账号直接转账了 1.18万元，但

直到现在都没收到货。记者在某购物

App上看到，陆女士下单的商品目前官

方价格是19999元。

家住隔壁小区的方先生目前也是

钱货两空。他说，去年9月到11月，他陆

续尝试着向群主下单了霍尼韦尔品牌

的灯具和一台华为品牌的笔记本电脑，

但至今没有收到货。“购买总价是1.28万

元，我将付款信息发给群主后，她承诺

这是普通团购，50 天内到货，但现在已

过了承诺时间，还是没有收到货，而且

对方不退钱，不回复任何信息。”

目前该群已经被群主解散，群主就

像人间蒸发一样，各种联系方式都联系

不上。

如此组织团购但是又不发货的行

为，是否涉嫌违法犯罪？甬泰律师事务

所许静芳律师认为，从目前的资料来

看，组织者或群主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利用微信群、互联网等技术手段，向社

会公众发布虚假信息或设置骗局，诱骗

不特定的受害者产生了低价购买商品

的错误认识，从而作出错误行为，后组

织者或群主又以各种理由推拖，既不退

还款项，也不交付货物，致使受害人遭

受财产损失，符合诈骗罪的构成要件。

切勿将钱款打入私人账户
有业内人士告诉记者，这类团购还

有一种更隐蔽的行为，就是明显存在

“高买低卖”的诱导行为。主要方式就

是预收全额货款，采购部分货物发给部

分人，以此吸引其他人继续跟团付款。

如有网友表示，他就曾以 998 元的超低

单价“团购”到两只某品牌手表，随后其

发现发货人居然是该品牌的“天猫旗舰

店”，于是向店铺客服询问相应快递单

号的商品价格，并了解到手表实际售价

为1780元。

记者调查中发现，还有一类家电

“团购”由于团购组织者是专业卖场销

售人员，因此消费者更易上当。近日，

奉贤警方破获一起诈骗案件就是这类

典型骗局。2022 年 12 月末，奉贤公安

分局江海派出所接到市民报案称，其通

过微信向一电器商场售货员刘某购买

了总价值 19000 余元的冰箱、洗衣机、

电视等家电，可对方却一直拖延不发

货，要求退款也无果，怀疑自己遇到了

诈骗。

接到报案后，江海派出所民警立即

展开侦查，发现该销售员刘某已经离职

不知去向。而在民警的侦查中也发现，

被刘某骗的顾客也并非个案。2023年1
月 16日，经过半个月侦查追踪，民警在

广东将犯罪嫌疑人刘某抓获归案。

到案后的刘某交代了自己实施诈

骗的犯罪事实。原来，早在 2021 年年

初，刘某在电器商场内从事销售时，无

意间发现可以通过私人账户收取客户

购买家电的货款，便动起了歪心思。刘

某通过虚构优惠活动，用拼单可以减免

货款的说辞，哄骗顾客将货款暂时转给

其私人账户，与其他顾客共同入账，实

则刘某并未帮顾客下单购买电器，而是

将货款全数用于还债和日常开销。随

着被害顾客人数增加，刘某逐渐无力应

付，便辞职一走了之。

目前，警方查证从 2021 年起至今，

刘某通过此方法共诈骗15人，诈骗钱款

30余万元。目前，犯罪嫌疑人刘某因涉

嫌诈骗罪已被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

进一步审理中。

警方提醒，市民购买家电产品时，

务必在正规商家，通过正规流程付款购

买，切勿将钱款打入私人账户，以免因

贪小便宜而吃大亏。

新快报讯 记者郑志辉报道 2月20
日，嘀嗒出行再次向港交所递交招股

书，拟在香港主板上市，计划募集资金 5
亿美元，中金、海通国际及野村国际为

联席保荐人。这也是嘀嗒第三次冲击

登陆港交所，此前其曾在2020年10月首

次向港交所递交 IPO 申请，当申请在

2021年 4月失效后，该公司重新提交了

申请，但在六个月的窗口期结束前未能

启动 IPO。

根据招股书，嘀嗒出行成立于 2014
年，业务聚焦顺风车和出租车，其营收

来源包括顺风车服务费、智慧出租车服

务费、广告及其他服务费等。2020 年、

2021年和 2022年前 9个月，嘀嗒出行实

现营收分别为 7.54亿元人民币（下同）、

7.81亿元和 4.28亿元，对应调整后净利

润分别为3.43亿元、2.38亿元和0.654亿

元，其毛利率更是高达 82.7%、80.9%、

74.6%。

去年首三季，嘀嗒出行收入按年跌

26.6%，非国际财务报告准则下经调整利

润下跌64.6%至6,539.9万元。随着消费

回暖，2023年春节假期前后两周时间在

内的30天期间，按嘀嗒出行促成的顺风

车搭乘次数计，其顺风车业务已恢复至

疫情前的水平。

顺风车是嘀嗒的核心业务，招股书

数据显示，其顺风车服务的毛利率从

2020 年的 86.7%下滑至 2022 年 9 月的

80.5%。对此，嘀嗒表示主要与增加补

贴、提高保险额上限有关。

网经社数字生活分析师陈礼腾表

示，顺风车作为真正意义上的共享经

济，在优化闲置资源配置、节能减排上

有着积极作用，服务绿色、低碳出行的

理念。嘀嗒出行专注于出租车与顺风

车市场，提供信息服务，属于“轻资产运

作”模式。得益该模式，嘀嗒出行展现

了良好自我的造血能力和可持续的发

展能力。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在中国，顺风

车由于安全、合规等问题，存在很大的

不确定性。

2022 年 11 月 30 日修订的《网络预

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规

定网约车服务平台及该等平台上的司

机需要取得若干执照及许可证，明确地

将顺风车排除于规定的发牌制度之

外。顺风车的低门槛，可能导致有司机

会以顺风车名义提供网约车服务，其中

存在较大的合规及安全风险。

据嘀嗒出行2022年4月份公布的数

据显示，其每周封禁和警告的顺风车车主

平均分别超过2000名和4000名，涉及违

规多拼、诱导线下交易、人车不符、严重爽

约、收取额外附加费等多种违规行为。

在招股书的风险提示中，嘀嗒出行

承认，公司面临顺风车市场法规有关的

不确定性因素，不遵守法规、发牌制度

发生变动可能对其业务和经营业绩造

成重大不利影响。招股书显示，其顺风

车平台累计接获57宗行政罚款，其中36
宗后续已于截至本文件日期撤销，余下

21宗行政罚款由 5000元至 3万元不等，

合共约为55万元。

截至目前，港交所仍未有成功 IPO
的国内互联网出行公司。随着滴滴于

今年年初恢复新用户注册并重新上架

App，这也意味着重启港股上市也已经

提上日程，据悉最快今年下半年启动。

此外，包括 T3 出行、广汽旗下如祺出

行、吉利旗下曹操

出行都传出今年赴

港 IPO 的计划。嘀

嗒出行重启 IPO 某

种意义上可以说拉

开了国内出行服务

商冲刺赴港 IPO 的

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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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电“团购” ，

付款后却等不来发货
“变频空调旗舰店卖12999

元，团购价 6999元，便宜快一
半。”这样的家电网络团购，你看
了会心动吗？和社区团购不一
样的是，家电数码团购在近两年
隐秘生长，客单价动辄几千上
万，而且价格远低于官方渠道，
这类家电团购到底靠不靠谱？

根据网友投诉，记者了解
到，不少网友通过所谓的“**电
器团购”微信群，以远低于市场
价格的“团购价”购买商品，但付
款之后久等不见货品，才意识到
可能遭遇了诈骗。

■新快报记者 陈学东

嘀嗒出行第三次递交港交所上市申请

顺风车业务合规难题待解

超低价吸睛

小区业主群内出现新型诈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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