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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網購的普及，人們經常會發現，網上有些商品標明 “電商專供”或者

“電商定製版”。所謂的“電商專供”，就是專門供給電商，通過網路銷售的各

種商品，這類商品在實體店是見不到、買不到的商品。這些商品有時在價格

上存在一定優勢，但也可能暗藏問題。業內人士認為，目前“電商專供”商品

存在三種情形，即同款不同質、同牌不同質、盜用品牌，應當區別予以認定。  

常言說，一分錢一分貨。消費者不應一味追求低價，還要綜合考慮實際

需求與價格，貨比三家、擇優購買，畢竟適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一方面，

生產廠商推出“電商專供”，主要是為了避免線上低價衝擊線下的價格體系，

生產廠商既要配合電商管道的低價策略，又要保證自己的利潤，一些品牌為

了維護線上線下管道的生態平衡，會將一部分商品作為“電商專供”，刻意與

實體店進行區分，於是就會出現不同設計、不同用料的情況；另一方面，電

商促銷大多以低價為主，由於電商專供商品大都是限價生產，企業為保證利

潤，就可能會在商品的材質上壓縮成本，導致電商專供商品質量與實體店同

類產品有一定差距，因此價格偏低。  

互聯網電商發展這麼多年，本來早該渡過粗放發展的階段，進入以服務

和質量求生存的新階段。儘管線上線下進行“差別定製”與“差異定價”，既避

開了不同銷售管道間的利潤互搏，又滿足了網購消費人群的多元化、個性化

需求，算得上一舉多得。但無論是“電商專供”還是線下管道，只要是大廠家

推出的產品，質量上都是有保證的，現在“電商專供”低價劣質問題的存在，

再度說明依靠電商平台的自律並不靠譜，市場競爭倒逼服務升級的想法也有

點一廂情願，這方面還需要明晰規範強化監管。  

誠信經營應是一切經營活動的“黃金法則”，即使產品質量不影響使用，

也不能成為低價劣質的理由。更為嚴重的是，線上線下的商品注明為同一個

商品型號，卻故意使用不同的材質和工藝，這些虛假的陳述，實為誤導消費

者，違反了《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反不正當競爭法》，理應法律層面進行

規制。 

徹底摒棄“電商專供”低價劣質經營模式，一方面，需要監管部門督促生

產廠商通過各種方式對 “電商專供”商品作出明確的標識，充分滿足消費者的

知情權，以供消費者根據自身情況進行選擇；另一方面，消費者在網路購物

中需要多點理性，不要被電商產品的低價迷了眼，一味追求低價，還要綜合



考慮實際需求與價格，畢竟適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無論是傳統平台還是電

商平台，明碼標價、公開透明、誠信守信都是不可逾越的市場底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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