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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元购”市场规模超千亿元

所谓“一元购”，即用户最少可以花一元获得一个抽
奖大额商品的机会， 这些奖品包括价值数千元的手机、
几万元的金条甚至几十万元的轿车和几百万元的商品
房。 多数“一元购”平台提示，投入越多，获奖的概率越
大。 很多网民为了博得高价值奖品， 一次投入上千元甚
至上万元。

仅仅两年时间，“一元购” 模式已在网上遍地开花。
记者近日在百度输入“一元购”搜索，出来 700 多万条信
息，相关推广的网站达数十个。

中国电子商务中心数据显示， 目前国内已有上百家
垂直“抽奖式购物”平台，多家大型电商、互联网企业涉
足。 这些平台的用户规模在数千万级别， 不少网站的销
售额过百亿元，以此估算，全国“抽奖式购物”市场规模
已超千亿元。

记者注意到， 很多平台投入巨资推广“一元购”，如
在邮箱、微博上，随处可见相关广告。 有些平台直接送钱
让网民进行尝试， 还有平台对用户在朋友圈发布中奖信
息的行为进行奖励。

由于购买方便，开奖速度快，加上高回报的诱惑，一
些网民很容易对“一元购”这种模式上瘾，沉溺其中。

一些网民表示，他们以为可凭手气赚一把，但后来发
现掉进了陷阱———一开始投入几十元几百元， 果真中了
iphone 等商品，随后越投越大，结果却亏得血本无归。

网民张俊杰说，他是一名大三学生，在 6 月接触一家
互联网公司彩票 APP 中的一元购， 一个月就输掉了 10
万元。“更糟糕的是，到现在我都停不下来，感觉这辈子
要被毁了。 ”

另外一位来自上海的网民陈超说， 他以前连麻将都
不打，却在“一元夺宝”一年内投入 300 万元，输掉 80 万
元。“老婆和我离婚了，房子也卖掉了，10 多年的打拼一

下子全没了。 ”
中国商业联合会媒体购物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孙之

升说，今年以来已接到超过 300 例网民对于“一元购”平
台的投诉， 这些网民在平台输钱数万元至数百万元不
等。

后台可任意指定中奖人

记者调查发现，“一元购” 平台上商品的售价普遍比
市场价高出 10%-20%左右。 有的网站的一元购中，一张
5000 元的移动充值卡售价为 6000 元， 溢价高达 20%；在
一元云购上，一部苹果 6S（64G）手机的售价为 5688 元，
市场价格在 5000 元左右。

记者看到， 一元云购网站上， 其显示参与人次超过
112 亿，天量参与人数背后，网站获取巨额利润。 一些知
情人士表示， 平台商品的发货和售后都由第三方商家负
责，平台日常仅需维护网站或者 APP 即可，可谓成本极
低利润极高。

除了溢价销售，“一元购” 开奖的公开公平性也无法
得到保证。 尽管多数平台都宣称“100%公平公正，整个过
程是完全透明”。 还有的平台宣称中奖规则引入不可控
的外部数据，通过相关公式算出。 但专业人士表示，这不
过是平台的一家之言，特别是一些小平台，存在暗箱操作
的可能性。

在淘宝网上，可以搜索到不少关于“一元购”建站平
台的销售信息，搭建一个“一元购”网站或 APP 客户端仅
需数千元。 记者联系其中一个销售商， 以购买平台模板
为由要求“验货”， 对方发来一个平台账号和管理员密
码， 登录发现通过系统的后台操作模块不仅可以任意指
定中奖人，还可以通过“批量导入会员”（即虚假机器人
会员）来凑人数，当然最后的中奖者只会在虚假会员中产
生。

“搭建一个小平台要不了多少钱，利润却十分可观，

一个月十几万很轻松。 关键是要舍得钱去做推广， 一个
小平台花几十万到各大网站去做推广是很平常的事
情。 ”一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现在越来越多的大型互
联网企业也看到了‘一元购’的巨额利润，纷纷开展相关
业务。 ”

多部门表示不在监管范围

在采访中很多受访者质疑，“一元购” 模式不是一般
的购物，而是变相的彩票和赌博。

浙江大学法学院互联网刑事法律研究中心主任高艳
东认为，“一元购”和普通赌博的区别在于，普通赌博直
接赌钱， 而这里赌的是商品和财物。 由于打着新型电商
的旗号，给一些网民产生网购的错觉。“创新营销模式应
鼓励，但创新决不能突破法律的底线，扰乱正常的市场秩
序。 ”

还有不少平台在推广“一元购”时宣称这是一种“众
筹”，对此浙江腾智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夏家品表示，一般
的“众筹”都有一个共同的产品或项目，投资运作产生的
实物或利润作为参与者的回报。“一元购”运作模式与众
筹完全不同，用户购买的只是抽奖的机会，这类行为在民
法上属于射幸行为。 在我国， 此类行为是需要行政审批
的，未经审批涉嫌非法经营。

浙江省公安厅网警总队相关负责人在接受记者采访
时表示，警方已经开始关注“一元购”的情况。“抽奖式购
物”经营过程缺少监管，如出现通过调整电脑数据控制中
奖率及中奖对象等情况，就涉嫌违法犯罪。

在记者的采访中，工商、彩票管理等相关部门表示，
“一元购”不属于他们监管的范围。 苏国京认为，对于“一
元购”类的违规操作行为，彩票主管部门理论上可以管，
可是没有执法权，公安、工商部门没有明确法律依据去进
行查处，实际上成了没人管的“灰色地带”，因此有必要
明确职能部门、完善相关法律。 / 新华社

看点一：
是否“失信”将成入党、入伍、公务员录取重要参考

记者梳理发现， 此次发布的意见对失信被执行人规
定了 11 类 37 项联合惩戒措施， 包含具体措施多达 100
余项。

在任职资格限制方面，意见明确，限制招录（聘）失
信被执行人为公务员或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在职公务员
或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被确定为失信被执行人的，失信情
况应作为其评先、评优、晋职晋级的参考。

意见提出，将严格遵守法律、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
的义务情况，作为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预备党员转为
正式党员以及党员评先、评优、晋职晋级的重要参考。

失信被执行人为个人的， 不作为组织推荐的各级党
代会代表、各级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候选人。

失信被执行人为个人的， 将其失信情况作为入伍服
役和现役、预备役军官评先、评优、晋职晋级的重要参考。

此外，失信被执行人在担任国企高管、事业单位法定
代表人、金融机构高管、社会组织负责人等方面都将受限。

“对失信被执行人录（聘）为公务人员、入党、担任党
代表、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以及担任公职方面的限制，
与十八大以来强调的从严治党精神高度吻合，也是中央
文件首次明确规定对失信者实施此方面的限制。 ”刘贵
祥说。

看点二：
全面惩戒措施让老赖“处处受限”

除了在入党及担任公职方面的限制， 意见与此前出
台的规定相比还新增了对失信被执行人授予多种荣誉、
从事特定行业及项目等方面的惩戒措施。

“这份意见是目前惩戒措施最全、涉及领域最广的联
合惩戒失信方面的文件。 涉及的领域涵盖了国家管理和
市场经济活动的方方面面， 每项惩戒措施都极具威慑
性。 ”刘贵祥说。

意见明确， 将履行人民法院生效裁判情况作为评选
文明村镇、文明单位、文明家庭的前置条件，作为文明城
市测评的指标内容。 有关机构及其法定代表人、实际控
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为失信被执行人的，不
得参加文明单位、慈善类奖项评选，列入失信被执行人
后取得的文明单位荣誉称号、慈善类奖项予以撤销。 失
信被执行人为个人的，不得参加道德模范、慈善类奖项

评选， 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后获得的道德模范荣誉称号、
慈善类奖项予以撤销。

意见还提出限制失信被执行人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并依法限制失信被执行人公开发行股票并在证券交易所
上市。 在限制失信被执行人高消费方面， 意见再次明确
了乘坐火车、飞机、住宿星级酒店、高消费旅游、子女就
读高收费学校、购买具有现金价值保险限制，以及新建、
扩建、高档装修房屋等方面的限制措施。

意见同时强调，公安、检察机关和人民法院对拒不执
行生效判决、 裁定以及其他妨碍执行构成犯罪的行为，
要及时依法侦查、提起公诉和审判。

看点三：
确保联合惩戒措施落到实处

刘贵祥介绍说，为了增强意见的实操性，意见专门规
定了惩戒措施的落实途径。

“信息公开与共享既是实现联合惩戒的手段方法，其
本身也是联合惩戒的措施之一， 对整个社会信用体系建
设至关重要。 ”刘贵祥说，意见规定了人民法院要及时准
确更新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并向社会公开， 将失信被执行
人信用监督、警示和惩戒信息列入政务公开事项。 要打
破信息壁垒，加快推进失信被执行人信息与公安、民政、
金融、税务、工商等部门建立的信用信息资源共享。

记者在意见中看到，各联合惩戒单位要在 2016 年
年底前完成与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联合惩戒系统
的对接， 通过网络自动抓取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
及时反馈惩戒情况。

据了解，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实现了部门之间
的信息交换和查询功能，平台目前已归集公共信用信
息近 5 亿条。

意见还提出， 各联合惩戒单位要加快惩戒软件开发
进度， 将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嵌入本单位的管理、审
批、工作系统中，实现在本单位的管理、审批、工作程序
中，对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进行自动比对、自动拦截、
自动监督、自动惩戒。

“完善党政机关支持人民法院执行工作制度，对失信
被执行人信用监督、警示和惩戒机制建设意义重大。 ”刘
贵祥说，“意见规定了加强协助执行工作、严格落实执行
工作综治考核责任和强化对党政机关、领导干部干扰执
行的责任追究三项具体内容。 要求制定具体的工作机
制、程序，明确各协助执行单位的具体职责。 ”
看点四：

强调增强法院执行查控能力
“人民法院的执行查控能力是失信被执行人名单认

定的前提和基础， 对失信被执行人实施联合惩戒， 必须
进一步提高执行查控工作能力。 ”刘贵祥说。

他介绍说， 意见规定了加快推进网络执行查控系统
建设、 拓展执行查控措施和完善远程执行指挥系统三项
具体内容。 要求加大信息化手段在执行工作中的应用，
整合完善现有法院信息化系统， 实现网络化查找被执行
人、查找控制财产的执行工作机制。

意见提出，要通过政务网、专网等实现人民法院执行
查控网络与公安、民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国土资源、
住建、工商、交通、农业、人民银行、银行监管、证券监管、
保险监管、外汇管理等政府部门，及各金融机构、银联、
互联网企业等企事业单位之间的网络连接， 建成覆盖全
国地域及土地、房产、存款、金融理财产品、证券、股权、
车辆等主要财产形式的网络化、 自动化执行查控体系，
实现全国四级法院互联互通、全面应用。

在拓展执行查控措施方面，意见要求，人民法院要进
一步拓展对被告和被执行人财产的查控手段和措施。 研
究制定被执行人财产报告制度、 律师调查被执行人财产
制度、公告悬赏制度、审计调查制度等财产查控制度。

看点五：
注重保障被执行人合法权利

“一处失信，处处受限。 ”刘贵祥说，“失信被执行人
一经认定，对当事人影响巨大，必须依法、慎重认定，确
保名单信息的准确规范，并赋予当事人救济权。 ”

为依法保障被执行人的合法权利， 意见明确要求进
一步完善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制度， 确保名单信息的准确
规范， 明确对被执行人的风险提示与救济以及失信名单
的退出和惩戒措施的解除机制。

“如果认为有问题的，可以向有关的人民法院提出
异议，有关法院必须在三日内做出审查。 审查如果没有
支持失信被执行人的异议， 那么他还可以向上级法院
申请复议。 ”刘贵祥说。

意见同时规定， 被执行人全部履行了生效法律文
书确定的义务， 或与申请执行人达成执行和解协议并
经申请执行人确认履行完毕，或案件依法终结执行等，
人民法院要在三日内屏蔽或撤销名单信息。 失信名单
被依法屏蔽、撤销的，各信用监督、警示和惩戒单位要
及时解除对被执行人的惩戒措施。

/ 新华社

让老赖一处失信处处受限
中办、国办近日印发《关于加快推进失信被执行人信用监督、警示和惩戒机制建设的意见》，成为我国惩戒失信工作的纲领性文件，将有力推进社会信用体

系建设。 最大限度挤压“老赖”活动空间让其“处处受限”，增强法院执行查控能力破解执行“老大难”……意见公布后，记者采访了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专职
委员刘贵祥，梳理出意见的五大看点。

网络“一元购”调查 可任意指定中奖人
当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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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风靡网络，已形成千亿元的市场。“新华视点”记者调查发现，“一元

购”存在开奖暗箱操作的可能；有的网民在“一元购”平台输掉近 300 万元。 有关人士认为，“一元购”涉嫌非法博彩，应尽快明确如何监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