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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购翡翠原石当心掉“坑”
赌石是珠宝业术语，是一种翡翠原石的

交易方式。在线下交易时，其交易地域和交

易人群都有很大的局限性。如今，随着直播

交易的兴起，赌石交易不仅地域无限拓展，

交易人群和交易目的也变得非常复杂，不少

人也由此“踩坑”。对此，相关专家提醒，网

购原石交易风险远超线下。

网购原石纠纷增多
“一刀穷，一刀富，一刀披麻布。”这是赌

石的名言。具有冒险色彩的赌石交易，曾吸

引着一大批宝玉石界从业者前往滇缅等原

石产地从事赌石交易。近两年，随着直播交

易的兴起，赌石从业内走到了普通消费者的

面前。

交易门槛大幅度降低，带来的是纠纷的

快速增多。据媒体报道，2022 年 12 月底，平

日喜欢玉石配饰的消费者杨小姐通过直播

平台观看玉石购物，对直播间里销售的高端

缅甸翡翠原石很感兴趣。视频里主播称，购

买原石比成品玉石实惠，一旦买对了，切开

原石加工出来的玉石价格翻番。这种拼团

购买、带博彩性质的购物形式，加上直播间

不少助播的鼓动，让杨小姐感觉自己找到了

性价比高的购物渠道。于是，她通过支付宝

分 3 次一共支付了 1.35 万余元购买了一批原

石。但是下单后，主播切开的原石竟然是一堆普通石

头。杨小姐与卖家协商退款，被对方拒绝。杨小姐申

请平台介入，也仅退回了部分货款。杨小姐感觉自己

掉进了一个骗局，认为直播间里的人都是“托儿”。

杨小姐的损失还不算多。2022 年 9 月，浙江消费

者陈女士贷款百万元购买原石。据了解，陈女士对翡

翠原石毫无经验，原本只想在网上用低价买原石给自

己打个镯子，后来被主播大力宣传的高回报所吸引，在

直播间里花费百万元购买原石，而这其中只有 3 万元

为其本人积蓄。事后，陈女士发现原石质量并没有直

播间里主播宣传的那么好，要求退货。在媒体介入后，

直播间商家仅同意退回 40%的货款，陈女士要求退回

全款，双方僵持不下。

记者调查发现，目前原石交易已不仅仅局限于几

大电商平台。在微店 APP 上，记者发现摩天轮旗舰店

出售售价为 28.15 元的天然玉石原石小料，销售页面的

卖家购物须知上注明“直接拍下付款即可”“可做小吊

坠、挂牌、平安扣等”，且“每位限购一袋”。记者于 4 月

11 日付款拍下一袋。但截至记者发稿前，订单仍未发

货。记者发现，这家店铺实际上是一家网上杂货店，货

架上还有袜子、碗架、电陶炉、玉手镯等商品。

在小红书上，记者给 TS 手镯厂长的原石切开大涨

视频点赞后，收到自称为“厂长”的私信，询问记者喜欢

什么款式的翡翠。记者表示想看看原石。“厂长客服小

姐姐”表示，后台说钱会限制，款式也不在这边，邀请记

者加“厂长”的微信再发送细节视频和价目明细。

“网购原石纠纷已成为消费者维权案件的增长

点。”北京互联网法院综合审判二庭庭长刘书涵向记者

介绍说，与普通消费品不同，原石行业鱼龙混杂，普通

消费者缺乏一定的专业知识与辨识能力，直播带货的

模式也限制了消费者对货品细节的查看和手感的确

认，消费者冲动下单后往往会遇到各种问题。“在案件

审理中发现，部分直播间宣传原石‘大涨大漏’‘爆色’，

消费者购买后发现种水品质低于宣传；部分消费者在

直播间购买石料后直接通过商家订制手镯吊坠，到货

后发现为假皮料；部分消费者直播购买古玩，收到货后

被鉴定为赝品。”刘书涵说。

网购原石有射幸交易特征
当纠纷双方无法达成和解，便会诉诸法律。记

者查阅相关案件发现，消费者在法庭上往往无法获

得支持。

在北京互联网法院审理的一起案件中，消费者张

某在某珠宝店直播间内连续十几次下单购买“翡翠原

石”。对于其中的第一笔订单，张某收到加工后的制成

品后，感觉在直播间看到的制成品与下单后客服在线

发来的视频中的原石相差甚远，与客服加工后在线展

示的制成品的成色也不相符，认为商家欺诈。法院认

为，原告对其主张被告欺诈负有举证说明义务，但其提

供的主要证据鉴定主体信息不明、法定鉴定评估资质

不明、标的物不能提供，根据证据规则，原告无法完成

自己的举证责任应承担败诉后果，故而判决驳回原告

诉求。

今年初，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直

播间网购原石的案件。消费者方女士在直播间花近

10 万元买了两块翡翠原石，本以为能够开出成色漂亮

的翡翠，没成想两块都是资质平庸的“便宜货”。方女

士自行委托一家鉴定技术服务公司对涉案原石进行鉴

定，鉴定结论为干青石。方女士认为自己受到欺诈，诉

至法院要求退一赔三。法院二审认定双方交易符合射

幸合同特征，该原石销售不存在消费欺诈情形，无需退

一赔三，驳回消费者上诉请求，维持原

判。

“消费者普遍将赌石交易认作一

般买卖合同，未认识到上述交易属射

幸合同。”刘书涵表示。射幸，即双方

当事人以将来不确定的某事件的成功

与否决定财物的得失。消费者在线上

赌石时，其对于商品的观察与把控能

力远远不及线下，放大了这种射幸合

同的风险系数。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薛军对记者

表示，对于网购原石等射幸类交易需

要进行更加严格的管理。“彩票交易也

是一种射幸交易。射幸交易往往具有

一定场景性的要求，比如在特定交易

场所，需要得到特殊许可等，这样可以

让消费者获得的信息更加丰富，从而

避免盲目跟风。但是在网络直播间，

并不具备类似的条件，消费者难以获

取全面的信息。”薛军表示，而且在线

下交易中，买方往往是商事主体或者

从事相关专业的人，但是直播间消费

门槛过低，消费者往往缺乏相关的基

础知识和背景知识，更容易受骗。因

此，薛军认为，应抬高直播间原石销售

的门槛，要求卖方尽更多的风险提示义务。

保存证据是维权重点
“原告对于加工制品实物成色不满，认为被告偷

梁换柱，以次充好，要求按照价款三倍予以赔偿，却

未能保存好标的物，也未能在首次鉴定时寻求具有专

业资质的鉴定机构，故而在缺少有效证据的情况下败

诉。”北京互联网法院法官李文超在对记者分析前述

消费者张某的案件时提示消费者，对于此类在直播间

线上交易风险极大的标的物，消费者应提高警惕，如

已交易，需提前仔细了解此类交易规则特点，并且选

择可以最大程度上保护自己的方式，例如，在对原石

选择开窗时，可要求经营者对该特定商品做好显著区

分标记再行寄送，后期自行开石及加工；在收货第一

时间进行标的物全貌存证，以证明交易标的物同一性

并妥善保管；在交易纠纷产生后，第一时间寻找有合

法资质的鉴定机构予以鉴定，或在起诉后第一时间申

请司法鉴定。

记者在小红书上搜索类似的网购原石话题时，发

现有多家账号在介绍赌石受骗维权成功的案例。这些

博主虽然受骗过程有所差异，但是最后均称自己是看

到别人分享维权成功的案例，据此找到同一家“××法

律咨询”，在其帮助下成功追回损失。

对此，薛军提醒消费者，在维权过程中不应“病

急乱投医”，而是要注意寻找正规机构，比如消费者

组织、正规法律援助机构等，以避免维权过程中的二

次 伤 害 。 另 外 ，如 果 根 据“ 种 草 笔 记 ”寻 求 机 构 帮

助，在与其沟通过程中应注意保存证据，同时，也应

注意保存自己已有的维权证据，避免成为二者联手

诈骗的牺牲品。

据《中国消费者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