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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特别是“互联网+”时代的全面到来，网络购物已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

或缺的一部分。然而，网购的普及也伴随着一系列安全问题，这些问题不仅损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也对网购市场的健康发展构成了严峻挑战。鉴于此，本文深入剖析了“互联网+”时代网购安全的现状，

全面梳理了当前面临的诸多挑战，并围绕如何构建一套高效、全面的网购安全保障机制展开了深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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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internet technology, especially the full arrival of the era of “Internet 
Plus,” online shopping has become an indispensable part of people’s daily lives. However, the popular-
ity of online shopping has also brought about a series of safety problems, which not only infringe on the 
legitimat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consumers but also pose a serious challenge to the healthy develop-
ment of the online shopping market. In view of this, this paper conducts an in-depth analysis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online shopping safety in the era of “Internet Plus”, comprehensively sorts out the 
numerous challenges currently faced, and conducts in-depth discussions on how to build a high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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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icient and comprehensive online shopping safety guarantee mech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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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日新月异，特别是“互联网+”战略的深入实施，电子商务以其便捷性、高效性和

跨越时空的优势，迅速渗透到社会经济的各个领域，成为推动经济增长和消费升级的重要力量。网络购

物作为电子商务的核心组成部分，不仅极大地丰富了人们的消费选择，还促进了市场的繁荣与多样化。

然而，随着网购市场规模的不断扩大和用户数量的激增，网购安全问题也日益凸显，成为制约网购行业

持续健康发展的关键因素。在“互联网+”时代背景下，网购安全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一方面，信息

技术的不断进步为不法分子提供了更多的作案手段，如钓鱼网站、恶意软件、二维码诈骗等，严重威胁

着消费者的财产安全和个人隐私；另一方面，电商平台的快速发展也带来了管理上的难度，假冒伪劣商

品、虚假宣传、售后服务不到位等问题时有发生，损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因此，如何构建一套科学、

高效、全面的网购安全保障机制，成为当前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本研究旨在深入分析“互联网+”时代

网购安全面临的挑战和问题，从技术、管理、法律、教育等多个维度出发，探讨构建网购安全保障机制

的有效途径和方法。希望通过此研究，能够为网购行业的健康发展提供有力支持，促进网络消费环境的

持续优化和消费者信心的不断提升。同时，本研究也将为相关部门制定和完善网购安全政策提供决策参

考，为构建安全、可信、繁荣的网络购物生态贡献力量。 

2. 网购安全现状分析 

在“互联网+”的浪潮推动下，中国网购市场正以惊人的速度蓬勃发展，展现出前所未有的活力与潜

力。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权威发布的《互联网助力数字消费发展蓝皮书》显示，我国网络购

物用户规模已历史性地突破了 9 亿大关，这一数字不仅彰显了网购市场的庞大规模，更预示着其背后蕴

藏的巨大消费能量与无限可能。2023 年，全国网上零售额高达 15.4 万亿元，这一成绩不仅巩固了中国作

为全球最大网购市场的地位，更是连续 11 年蝉联榜首，彰显了我国数字经济的强大韧性和增长动力。进

入 2024 年，这一趋势依旧强劲，仅前 5 个月，全国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便实现了 11.5%的同比增长，占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已攀升至 24.7%，预示着网购正逐步成为消费者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网购市场的繁荣，得益于互联网技术的飞速进步，它跨越了地域的界限，打破了年龄的壁垒，让数字消

费新势力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特别是“90 后”与“00 后”群体，他们作为数字时代的原住民，对网络购

物的接受度和依赖度极高，网络购物使用率分别高达 95.1%和 88.5%，成为了推动网购市场持续增长的中

坚力量。同时，值得注意的是，银发一族(60 岁及以上)也积极拥抱数字生活，其网络购物使用率达到了

69.8%，显示出网购市场的广泛包容性和巨大潜力。此外，女性消费者作为网购市场的另一大主力军，其

网上购物使用率高达 85.4%，进一步推动了市场的多元化和细分化[1]。然而，在网购市场繁荣的背后，

网购安全问题却日益凸显，成为制约其健康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例如，2023 年 11 月 30 日最高人民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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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发布“沙某诉安徽某食品科技有限公司网络买卖合同纠纷案”。在本案中，沙某首次购买 30 盒“黄芪

薏米饼干”，收货并确认饼干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后又连续加购三次，加购数量达 200 盒。最终法院以

未超出购买者合理生活消费需要部分为基数计算十倍惩罚性赔偿金[2]。除了上述网购安全问题，个人信

息泄露、支付风险、假冒伪劣商品、虚假宣传、物流安全等问题也频发，不仅损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也严重影响了市场的信任度和稳定性。这些问题的成因复杂多样，既有技术层面的漏洞和缺陷，也有管

理层面的不作为和监管不力，更有法律层面的空白和滞后，以及消费者自身安全意识的淡薄。 

3.“互联网+”时代网购安全面临的挑战 

3.1. 技术挑战 

在“互联网+”时代，网购安全面临着诸多挑战，其中黑客攻击、病毒侵害、数据篡改等网络安全威

胁尤为突出。一是黑客攻击：黑客攻击是网购安全面临的最直接且严峻的技术挑战之一。黑客利用系统

漏洞、钓鱼网站、恶意软件等多种手段，对网购平台、支付系统以及用户的终端设备进行攻击。这些攻

击不仅企图窃取用户的个人信息(如账号密码、支付信息、身份证号等)，还可能篡改交易数据，导致财产

损失或信息泄露。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黑客的攻击手段也日益多样化、隐蔽化和智能化，给网购安全

带来了极大的威胁。二是病毒侵害：病毒侵害是另一个不容忽视的技术挑战。病毒可以通过网络迅速传

播，感染用户的终端设备，破坏系统文件，窃取用户数据，甚至导致系统瘫痪。特别是随着移动互联网

的普及，手机病毒、恶意 APP 等新型病毒形式层出不穷，给网购安全带来了新的挑战。三是数据篡改：

数据篡改是指黑客或恶意用户通过技术手段修改或伪造交易数据，以达到非法获利或破坏交易秩序的目

的。数据篡改是网购安全领域的另一个顽疾。黑客或恶意用户通过技术手段修改或伪造交易数据，不仅

损害了交易的公平性和真实性，还严重破坏了电商平台的信誉和用户的信任基础。一旦数据被篡改，消

费者可能购买到假冒伪劣商品或支付不合理的价格；商家则可能遭受经济损失和声誉损害。 

3.2. 管理挑战 

随着网购消费市场的蓬勃发展，网店商家的业务规模持续扩张，但与此同时，管理上的复杂性与挑

战也日益凸显。一是协同管理难题：网购涉及电商平台、物流公司、支付机构等多个主体，这些主体之

间的协同管理成为了一个重要的挑战。由于各主体之间的信息系统、业务流程、管理规范等存在差异，

导致信息孤岛、流程不畅、责任不清等问题时有发生。这不仅影响了网购的效率和质量，还可能引发安

全漏洞和纠纷。二是供应链管理风险：供应链管理是网购的重要环节之一，但供应链管理风险也是网购

安全面临的重要挑战。供应链中的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都可能影响商品的质量、安全和及时送达。

例如，供应商的资质审核不严、仓储管理不善、物流配送不及时等都可能给网购带来安全隐患。三是一

些网购平台对网店的审核、管理不到位：面对网店数量的激增与类型的多样化，部分网购平台在审核与

管理方面显得力不从心。审核标准的不统一、监管力度的不足等问题逐渐显现，给不法商家提供了可乘

之机。这不仅损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也影响了网购市场的整体形象与健康发展。 

3.3. 法律挑战 

当前，我国关于网络购物的法律体系虽已初具规模，但仍存在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与不足。以《消

费者权益保护法》《网络商品交易及有关服务行为管理暂行办法》及《网络交易管理办法》等为核心的

法律体系，为网络购物环境的健康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然而，随着电商行业的蓬勃发展和消费者需求

的日益复杂化，这一法律体系面临的挑战与不足也日益凸显。首先，法律体系的调整方式过于原则化，

缺乏针对网络购物独特性的深入剖析与具体规制。网络消费行为的虚拟性、跨地域性、即时性等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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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法律条款必须具备高度的灵活性和可操作性，以应对层出不穷的新问题、新挑战。然而，当前法律

往往停留在宏观指导层面，难以精准对接网络消费的实际需求，导致消费者在维权过程中常感力不从心。

其次，在“反悔权”及“七天无理由退货”等关键消费者权益保护机制上，尽管已有框架性规定，但具体

条款的细化不足，执行标准模糊，给消费者带来了诸多不便。例如，退货商品的完好标准、运费承担方

式、退货流程等细节问题，往往成为消费者与商家争议的焦点，影响了消费者权益的有效实现。此外，

在现实生活中基于习惯，快递可能并不是直接由本人签收，商品若存在问题，仍无法区分责任，依然存

在举证困难的问题。个人隐私信息被随意泄露或买卖，成了商家牟利的间接性工具，消费者的隐私安全

令人担忧[3]。而时至今日，仍未有一部专门的立法来保护网络购物中的个人信息，只有依靠与之相关的

法律及其他规范性法律文件中的规定来维护消费者的权益[4]。这就导致国内现阶段网络购物的消费者得

不到完善的法律保障，损害了消费者的利益。 

3.4. 消费者意识挑战 

消费者是广泛的社会力量，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消费者。我国法律规定和司法实践中并未形成统一

的对消费者具体概念的认知[5]。消费者作为网络交易的核心参与者，其行为与认知不仅影响着个人权益

的保障，也直接关系到整个网购生态的安全与稳定。在网购的广阔舞台上，消费者既是积极的参与者，

也是潜在的风险制造者。由于缺乏足够的网络安全知识和交易安全意识，消费者的某些行为不经意间也

为网购安全事故埋下了隐患。一是对于网络安全隐患的忽视：消费者对个人信息安全的轻视，是网购安

全的一大软肋。在享受便捷购物体验的同时，部分消费者未能充分认识到身份证号、银行卡号、密码等

敏感信息泄露的严重后果。他们可能在不加辨别的情况下，轻易将这些信息提供给不可信的第三方，或

是通过不安全的网络渠道进行传输，从而给不法分子可乘之机。此外，对黑客攻击和病毒侵害手段的无

知，使消费者在面对诱饵链接、恶意软件时缺乏必要的警惕性，进一步加剧了网络安全风险。二是对交

易安全存在认知局限：在追求支付便捷性的同时，消费者对交易安全的忽视同样令人担忧。他们可能在

没有充分评估网络环境安全性的情况下进行支付操作，使用未加密或安全性较低的支付方式，为资金安

全埋下隐患。更为严重的是，在选择商家时，消费者往往被价格优惠、好评如潮等表面现象所迷惑，忽

略了对商家信誉、商品质量、售后服务等关键因素的深入考察。这种“快餐式”的购物决策方式，不仅容

易导致消费者权益受损，还可能助长假冒伪劣商品和欺诈行为的滋生。三是消费者贪图眼前利益，虚假

评论：在网购市场中，一些商家为了快速提升商品评价、吸引更多潜在买家，采取了“好评返现”的策

略，即这种行为通常是商家通过在商品包裹内放入类似于返现券的物品，或者通过商家客服发送好评的

链接，甚至直接拨打电话给消费者请求给出好评，然后提供相应的优惠券以此获得好评[6]。部分消费者

在面对“好评返现”的诱惑时，往往忽视了评价的真实性和客观性。他们为了获得小额的现金返还或优

惠券，不惜夸大商品优点、隐瞒或忽略商品缺陷，给出与实际体验不符的好评。这种行为不仅误导了其

他消费者的购买决策，破坏了评价系统的公信力，也损害了自身作为消费者的长远利益。 

4. “互联网+”时代网购安全保障机制的构建 

4.1. 技术保障 

在数字化时代，确保用户数据的安全与隐私是任何技术平台或服务的基石。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

们需要构建一套全方位、多层次的技术保障体系，涵盖数据加密、身份验证以及智能风控多个关键领域，

以全方位守护用户的信息安全。首先，对数据进行加密处理。数据加密技术是把直白的信息转变成加密

信息，对于加密的数据文件，只能在特殊的情况下才可以查看[7]。对此，我们可以采用国际先进的 SSL/TLS 
(安全套接层/传输层安全)协议，为用户数据的传输过程提供加密保护。这一协议能够确保在用户与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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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之间交换的所有信息，包括登录凭证、交易数据等敏感信息，都经过高强度的加密处理，防止数据在

传输过程中被窃听或篡改。其次，多层次验证系统。为了进一步提升用户账户的安全性，我们可以实施

多层次验证系统。这一系统不仅要求用户在登录时输入正确的用户名和密码，还通过额外的验证步骤来

增强身份验证的强度。例如，可以向用户注册时提供的手机号码或电子邮箱发送一次性验证码，要求用

户在登录时输入该验证码以完成身份验证。对于高风险操作，如大额支付或修改账户关键信息，我们可

能还需要用户通过指纹识别、面部识别等生物识别技术进行身份验证，确保操作的真实性和合法性。最

后，引入智能风控系统。该系统可以利用大数据分析和人工智能技术，对用户的交易行为进行深入分析，

以识别出异常或可疑的交易模式。具体来说，系统会根据用户的历史交易记录、行为特征、地理位置等

多维度信息，构建用户行为模型，并实时监控用户的交易行为。一旦发现与模型不符的异常交易行为，

系统将立即触发预警机制，并采取相应的风险控制措施，如暂时冻结账户、限制交易等，以防止潜在的

经济损失或信息安全风险。 

4.2. 管理保障 

在当今快速发展的电商时代，构建坚实的管理保障体系对于促进电商行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至关

重要。因此，为了营造一个公平、透明、有序的电商市场环境，并完善其服务体系，我们不仅需要完善电

商平台的监管机制，还需同步优化物流配送体系。在监管方面，首要任务是建立健全商家入驻审核体系，

借助大数据与人工智能的先进技术，对商家的经营资质、信用记录及产品质量进行全面评估，确保每一

家入驻商家都能符合法律法规与平台的高标准。同时，建立并实施动态监管机制，定期对商家行为进行

复审，对任何违规行为采取包括警告、罚款、商品下架乃至平台清退在内的严厉处罚措施。此外，强化

消费者权益保护，设立高效响应的消费者投诉处理系统，以及健全的纠纷调解与赔偿机制，旨在迅速解

决消费者问题，增强信任，从而维护电商平台的良好形象与声誉。另一方面，物流配送作为电商服务的

关键一环，其效率与服务质量直接关系到消费者的购物体验。为此，我们应加大物流基础设施的建设投

入，包括仓储中心、分拣中心及智能快递柜等，以显著提升货物处理与配送效率。在确保物流速度的同

时，我们亦不忽视商品的安全送达，通过深化与保险公司的合作，为商品提供全面的运输保险保障，有

效降低运输过程中可能发生的意外损失对消费者与商家带来的风险，共同构建一个高效、安全、可靠的

电商物流生态。 

4.3. 法律保障 

随着网购市场的快速增长，其中伴随着一系列法律挑战和消费者权益保护问题，而且网络购物还和

多个行业有关联，我国当前在各行业中关于网络购物的法制建设还不完善。因此，立法机构需要不断完

善相关法律法规以保证网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8]。当前，我国虽已在《广告法》《产品质量法》

《电子商务法》及《网络安全法》等多部法律法规中涉及网络购物相关条款，但针对该领域的法制建设

仍需进一步深化与细化，以适应快速变化的市场环境。立法机构在持续审视并优化现有法律体系的同时，

可以制定新的法规，如《网络购物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该法应包括明确商品信息披露标准、质量担保

期、无理由退货范围、消费者权益受损后的赔偿机制等，确保法律条文更具操作性和针对性。完善法律

法规只是第一步，更重要的是要确保这些法律得到有效执行。为此，需要加强执法力度，严厉打击网购

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首先，建立跨部门协作机制。工商、公安、网信等部门应加强沟通协作，形成合

力，共同打击网络欺诈、虚假宣传、假冒伪劣等违法行为。其次，提高执法效率。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

等现代信息技术手段，提升执法效率和精准度，实现对违法行为的快速识别和有效打击。最后，加大惩

处力度。对违法商家和个人实施严厉的经济处罚和信用惩戒，提高违法成本，形成有效震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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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消费者教育 

在电子商务日益普及的今天，消费者教育成为了保障网购环境健康、促进市场良性发展的重要一环。

通过系统、全面的消费者教育，不仅能够提升消费者的安全意识，还能引导他们形成理性消费的观念，

从而在享受网购便利的同时，有效规避风险，实现消费与品质的双赢。首先，提升消费者的安全意识。

我们可以利用电视、广播、网络、社交媒体等多种渠道，广泛传播网购安全知识，包括识别虚假网站、防

范网络诈骗、保护个人信息等。通过生动的案例分析和实用的防范技巧，增强消费者的自我保护能力。

其次，在提升消费者安全意识的同时，我们还需要积极引导他们形成理性消费的观念。通过教育引导消

费者树立正确的消费观，强调质量优先、性价比合理的购物原则。鼓励消费者在购买前进行充分的市场

调研和比较，选择信誉良好、品质可靠的商家和商品。最后，规范好评返现行为。针对当前网购市场中

存在的好评返现现象，我们应对消费者进行专门的教育和引导。明确告知他们，好评返现行为不仅违反

了市场公平竞争的原则，还可能误导其他消费者的购买决策。通过解析好评返现的负面影响和潜在风险，

让消费者认识到其危害性，并自觉抵制这种不良行为。同时，我们还应鼓励消费者积极参与网购评价的

真实性和客观性建设。倡导他们在购物后根据自己的真实体验进行评价，为其他消费者提供有价值的参

考信息。通过共同维护一个公正、透明的网购评价环境，促进市场的健康发展。 

5. 结语 

在“互联网+”时代的大背景下，网络购物作为数字经济的重要引擎，其快速发展不仅极大地丰富了

人们的消费选择，也深刻地改变了人们的购物习惯和生活方式。然而，伴随而来的网购安全问题，如同

一把双刃剑，既揭示了这一新兴业态的脆弱性，也对其长远发展提出了严峻的挑战。通过对网购安全保

障机制的研究，我们认识到，单一的技术手段无法完全解决复杂多变的安全挑战，而是需要技术、法律、

管理、教育等多方面的协同配合与共同努力。未来，随着科技的持续进步与创新的不断涌现，我们有理

由相信，网购安全将迎来更加光明的前景。新技术的应用将不断突破传统安全框架的限制，为网购安全

提供更加高效、智能的解决方案。同时，随着社会各界对网购安全问题的日益重视与共同努力，一个更

加安全、可信、便捷的网络购物环境将逐步成为现实，为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注入更加强劲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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