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报备合同

线上 视频挂着“购物车”
“短短几天，校园里就刮起了一股军大衣的时尚风。”在短视

频平台，最近有很多与军大衣相关的内容。视频的素材差不多，
甚至有很多是重复的，都是年轻人穿着军大衣“走秀”的场面。

在短视频平台上，很多军大衣题材的短视频，同时都挂着销
售链接。其中，有一段七八个学生穿着军大衣鱼贯而入，走进课
堂的片段，这就是军大衣视频火爆的源头。11月10日，一个定
位在沈阳农业大学的网友，发布了8名男生身穿绿色军大衣走
进教室引发围观的视频。视频瞬间爆火，当天就出现了“不是羽
绒服买不起，而是军大衣更有性价比”的热搜话题。

尽管距离源头视频发布已过去一个多月，但现在各平台上
依然有很多模仿视频出现。有一位IP定位石家庄的网友，拍摄
了一段在校园里穿着军大衣，喊着“性价比”，跳着“科目三”舞蹈
的视频，引来24万点赞。

除了用短视频赚流量，还有更多带货行为出现。不少军大衣
短视频页面上都挂着“购物车”，点进去是军大衣的购买链接。在
网上零售平台，记者找到了几个销量比较大的店家。在宣传页
面，店家写明用途：值夜班、冷库工作、户外作业、劳作务工、执勤
站岗、剧组拍摄。客服表示，今年销量确实见涨。但有意思的是，
有网友问“有大学生吗”，得到的回复是：“没有，都是工人买的。”

线下 销量无实际变化
北京南二环外，百荣世贸商城，集中了很多服装批发摊位，

时下最热门的平价服装，在这里都能找得到。记者到此走访，发
现热销品仍是羽绒服、棉服、冲锋衣等。

在百荣A区一楼，有七八家处于角落的摊位，批发销售工
装。绿色军大衣和黑色保安服放在一起。几个商家告诉记者，
军大衣每年的销量都很稳定，没什么变化。购买军大衣的客户
中，最多的是冷库，“买回去，在冷库作业时，临时穿一下。”记者
在现场没有看到年轻人光临这些摊位。

在线下服装批发市场，军大衣作为劳保服，少有年轻人问
津。“有点条件的，谁还不想穿点好的，对吧？军大衣又厚又重，
也不太好看。网上哪些都是噱头，实体店真没看见年轻人来
买。”摊主老刘说，他店里的军大衣，一件80元，而百荣最普通的
羽绒服，200元就能买到了，差距并不大。他还告诉记者，网红
军大衣只能算普通的劳保服装，与正经的作训服是两种服装。

网红军大衣，其实是一款普通的劳保服。据了解，最近这种
网红军大衣，重量大约在2.5公斤。实际穿着，感觉比较沉。其
保暖效果，也不比羽绒服、人工棉更好。

记者采访了几位在北京的大学生。他们反馈，军大衣的热潮
似乎只停留在网上，现实校园中很少看见。在北京一所大学就读
的小陈说：“我在学校没见过，老实说，我也没想过要穿，平时同学
们还是穿羽绒服。可能军大衣还是用来拍照的比较多吧。”

新瓶装旧酒网友不买账
在某购物平台，近日专门为军大衣打造了产地直销渠道，目

前入驻商家12家，其中有5家却不卖军大衣。7家卖军大衣的，
最好的近30天销售了900多件，最差的近30天销售为0。

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巍告诉记者，在军大
衣这波营销视频火了之后，他也关注了一下身边的情况，发现身
边没什么人穿，“军大衣本身没什么变化，营销也是新瓶装旧酒。”

朱巍观察到，现在有种现象，营销策略火了，而实际销量却
不火，或者线上和线下分离。“商家花了不少钱投入到线上营销
中去。说起来好像线上销售、网红带货，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但
是很多成本投入到营销渠道中去了。”

他认为，决定销量的还是产品的质量、价格等主要因素。如
果仅靠营销，现在渐渐理性的消费者，已经很难买账了，“包括直
播带货这种形式，到底有多少科技创新，有多少价值，现在值得
重新回过头来思考。” 据北京日报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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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

“全包价”“一口价”切莫轻信

装修慎签报备合同
承诺“一口价”
合同一签就收“升级费”

2023年9月底，陈女士到某装修公司咨询装修事
宜。报价师根据其要求给出“一口价”7万元（不包括旧
房打板费）的装修费，并要求签订“材料工厂报备合
同”。陈女士对合同上没有列出材料清单和计费标准
提出疑问，装修公司解释在后期签订的施工合同中会
有具体的条款和说明。在装修公司经理多次保证会使
用其要求材料的情况下，陈女士预签了“报备合同”。

随即工作人员又称，如现在交付定金可以享受多
种赠品和服务，于是陈女士当即支付定金21000元。

岂料当陈女士10月中旬去签施工合同时，却被告
知有些项目还要再收“升级费”。陈女士感到很意外，
认为违背了“一口价”承诺，遂拒签。时隔不久，该装修
公司又让她补交上下楼费和一扇卧室木门费，一共约
5000元。

陈女士不解，因其在签“报备合同”前已讲明房子
套型，经理当时也承诺过“一口价”已包括两扇卧室门
的费用。对此，设计师回复称，“报备合同”给的是“套
餐价”，装修材料用什么都是装修公司说了算。陈女士

要求解除合同退还定金，装修公司不同意。陈女士
只好投诉到成都市消委会，经调解商家全额退款。

陈女士的经历并非个案。近期，消费者不时反
映，一些装修公司在签订正式装修合同前，要求消费
者预签“报备合同”，同时交纳定金或预付款。“报备
合同”内容相对比较简单，对工艺、工期、装修材料
等不作约定。消费者往往被装修公司的所谓“一
口价”“全包价”、优惠赠送等营销承诺吸引，同意

预签“报备合同”并支付定金或预付款。
等到签订正式合同时，消费者却发现很多
条款与装修公司前期承诺不符，无法达成
一致。消费者要求退还定金或预付款时
遭商家拒绝，消费者面临损失定金或者不
得不进一步签订正式合同的被动局面。

“报备合同”不靠谱
套取定金预付款涉嫌诈骗

“一套房屋的装修在设计方案还未确
定、具体工艺没有明确的前提下，是无法准
确算出价格的，这造成进场就增项的情况时
有发生。因增减项目是装修过程中的正常

情况，所以对于这方面的消费维权就会比较困难。”成
都市绿色家居产业协会会长程刚称，预签“报备合同”
在装修行业业内已成为比较普遍的现象，销售人员所
谓“全包价”“一口价”的口头承诺并不可信。

程刚表示，“报备合同”中往往没有约定消费者对
合同有异议的时候，如何解除合同并退还预付的款项，
这对消费者是很不公平的。个别装修公司甚至恶意用

“报备合同”套取定金或预付款，欺诈消费者。
“这类合同本质是一种‘定金骗局’，涉嫌合同诈

骗。”四川锦凯律师事务所律师董诗姮表示，这类装修
公司未依法履行提示和说明义务，误导消费者，涉嫌侵
犯消费者知情权。家装的材料和流程非常复杂，而装
修公司在前期未有设计图和施工图的情况下，含糊报
价或者不公开报价表，以便通过施工过程中“低报价、
高增项”来获得更大利益。这种行为涉嫌违反《中华人
民共和国价格法》第十三条“经营者不得在标价之外加
价出售商品，不得收取任何未予标明的费用”和《中华
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十条关于经营者
提供信息应当真实全面，不得误导消费者的规定。

董诗姮建议，消费者必要时可请律师协助审核合
同，也可以在选择装修公司时多参考企业公示信息，以
免落入消费陷阱。

消委会提醒：
签订“报备合同”要谨慎

经营者的“一口价”“全包价”承诺内容与后期实际
施工情况不一致是此类纠纷的重要原因。由于“报备
合同”内容约定不明，预签此类合同可能导致消费者在
发现问题要求退款时，因合同违约，难以归责。重庆市
消委会、成都市消委会提醒广大消费者：

1.谨慎签订此类“报备合同”，必要时可以拒签，直
接要求与经营者签订正式合同。

2.不要轻信所谓“一口价”“全包价”，以及“最后优
惠名额”“打造样板房”之类宣传。

3.先签合同再交定金，以免冲动付费后对合同内容
有异议时陷入维权被动局面。

4.要求商家将口头承诺内容写进合同附件并
签章。除查看合同里关于违约责任等关键
内容，对合同的关键附件如图纸、预
算等内容，也要检查清楚并双方
签章。

据上游新闻

近期，重庆市消费
者权益保护委员会、成都

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在
受理投诉咨询时发现多起由预
签合同引发的装修纠纷。对此，
12月19日，成渝两地消委会联
合发布消费警示：家庭装修谨防
被“报备合同”绑架消费。

网上蹭流量，线下没销量

谁在热炒军大衣？
“不是羽绒服买不

起，而是军大衣更有性价
比。”一段视频配上一句解说词，
再加上“科目三”舞步，让军大衣突
然在网上爆火。但在线下，真正穿
着军大衣出行的普通人很少。是
谁在热炒“军大衣”？记者调查
发现，热炒背后还是离不开
“流量”和“带货”。

在短视频平台，很多军大衣题材的短视
频，同时挂着销售链接。

在线下服装批发市场，军
大衣作为劳保服，少有年轻人
问津，主要卖给冷库工作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