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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C2C在线信誉评价系统的现状

C2C 在线信誉评价系统被广泛应用，它激励卖家时

刻要以诚信作为经营的宗旨，督促卖家一定不能投机取

巧，否则将自食恶果。C2C 的电子商务网站为减少网络

诈骗行为的发生，激励双方相互合作，形成和维持交易

双方的在线相互信任关系，大都使用了 C2C 在线信誉评

价系统。现实的数据表明，一个卖家的信誉等级越高，

交易量和交易额就越高。当前，该系统有两种主要的信

誉反馈方式：一种是可以用数值来衡量的信誉反馈方式，

即通过直截了当的信誉值和信誉等级来显示阐明卖家的

信誉总和或者是详细的某一商品的品牌信誉；另一种则

是直接写明性质，显示缺陷的信誉传播形式，即对商品

和卖家的文字性评论。同时，该系统有两类在线反应评

价机制：一类按好、差、中三种分制评价，同时做出文

字性评述的反应内容，而另一类则按照星级评价，同时

做出文字性评述内容。

2. C2C在线信誉评价系统存在的不足

2.1 交易双方身份认证缺陷

C2C 网站对买卖双方的身份验证的严格程度不同，

多数对卖方采用实名认证，比如说淘宝网对卖家的身份

验证的环节就很繁杂，务必由公安部门和银行体系同时

认证才会成为会员。但比起对卖家的身份认证，C2C 网

站对买家的身份验证相对而言却比较简单，有时甚至仅

仅通过一个手机短信验证码验证，以此来吸引更多的买

家，最终引发信誉虚假现象。

2.2 信誉不真实

不论 C2C 在线信誉评价系统的信誉值计算模型多么

精准，信誉终究只是个含糊的概念。常见的 C2C 网站按

照卖家的信誉值所处的区间被归类为不同的信誉等级，

比如说淘宝网把卖方的信誉划分为 4 大等级（星级、钻

级、蓝冠级、金冠级），分别对应各自的信誉值范围，每

个大级又分为 5 个小级，一共 20 个小级。因此，一个信

誉等级中的最高分和最低分跨度相当大，信誉的高低是

不可以被直接测量的。与此同时，产生了如下现象：

2.2.1 卖方通过不存在的交易提升信誉

只有信誉较好的卖家才能在网络市场中生存，于是，

就出现了信誉作弊的现象，如 C2C 网站——淘宝网，存

在各种不同的作弊的提升信誉的方式。（1）找亲戚朋友

帮忙刷信誉。让亲戚朋友在自己的网店里下订单，然后

给予好评，但不发货，仅仅是走一遍流程，最后再把钱

还给朋友。实际上，亲戚朋友们并没有真正的购买商品，

仅仅是给商家打了好评，刷了信誉。（2）请网友帮忙刷

信誉。有很多 QQ 群的成员都是卖家，只要成员之间谈

得妥，这种各自都能提升销量的事是他们都乐意去做的。

（3）专业的刷信誉团队来刷信誉。当前，专业的刷信誉

团队很是受欢迎，这些中介网站像是正当企业一样雇佣

劳动者给“客户”刷信誉，以提高信誉等级。

2.2.2 评分及评价可以被修改，对被评者的不利信息

大大减少

买家获知产品的真实情况通常在收到产品后，因此

购买商品前，衡量哪些商品和卖家值得信任就不得不依

据他人的经验，那么买家的评论就成为了重要的信息。

据统计，几乎所有的买家会在交易前查看卖家的客户评

论内容，并且以此来作为是否要与卖家进行交易的依据，

因此，信誉和文字评论内容对卖家而言尤其重要。然而，

负面评价对买家是否想购买和对卖家的信誉高低的影响

比起正面评价大得多，因此，多数卖家会通过好评返现、

给予红包等方式来诱导买家减少负面信息，更有甚者，

一些失信的卖家一旦发现买家给出了负面评论、评分，

就会拨很打这些买家的电话骚扰他们使得他们不得不修

C2C在线信誉评价系统研究

张会娜　夏小艳

江西泰豪动漫职业学院　江西省南昌市　330052

摘　要：网上消费人群随着科技的发展而不断在壮大，网上交易因其具有跨越时空、价格低廉、种类繁多、方便选

择的优势，不断地被大众接受且参与其中。但目前，由于交易双方身份认证存在缺陷，商家信誉不真实，交易金额

对评价的价值没有影响，评论信息永久被记录等因素，买家的权利被侵犯，交易存在不公平。因此为促进网络交易

的公平必须完善我国网络交易的C2C在线信誉评价系统。这对于网上交易的三方（平台、买家、卖家）和电子商务

的未来发展，都至关重要。针对网络商品交易中交易双方互不信任的问题，文章提出了一种新颖的信任机制，供研

究者探析。

关键词：C2C；信誉评价；网络交易



41

Education Andresearch, 教育与研究(7)2023,5
ISSN: 2705-0874(Online); 2705-0904(Print)

改负面评论。

2.3 忽略了交易金额对评价含金量的影响

买方在评价时，被交易的商品的价值被忽略。C2C

在线信誉评价系统的信誉值总和和交易金额的大小毫无

关联，每一次交易引起的信誉度的增减值也是相同的。

比如说，购买五千元的商品与购买一元钱的商品都只有

一次机会去对商家进行评价，并且信誉值的增减也是一

样的。这有悖于常理，使得交易的风险与交易商品的价

值不成正相关关系。针对这一不足，许多卖家就钻空子，

他们在销售价值低的产品时表现的很好，让买家觉得他

们信誉很好，给予好评，而在销售价值高的产品时则唯

利是图，不管消费者再怎么不满甚至是给了差评。这样

的操作使得商家的店铺整体信誉值和信誉等级仍然会很

高，这对消费者非常的不好。

2.4 忽略了评价的时间因素

现今大多数的 C2C 在线信誉评价系统的信誉值是卖

家从开店交易初期一直被记录下来的，那么只要诚信的

交易次数比欺诈的交易次数多，信誉总分就会不断增加，

从而导致卖家最真实的信誉情况不能被反映出来。实际

上，最近的信誉评价信息才能更准确地把信誉情况反映

出来，这样的数据也更值得拿来参考。最近的信誉评价

信息一方面对刚注册的商家比较公平，给予了信誉不怎

么好的商家改进的机会，另一方面可以阻止具有较高信

誉评分的商家在短时间内做出对其综合信誉分没有明显

的影响投机行为。

3. 弥补现行的C2C在线信誉评价系统不足的措施

3.1 对交易双方的身份进行更为严格的验证

更为严格地对交易双方的身份进行验证，将买家分

为被严格验证的，被非严格验证的和没被验证的，同时，

对卖家的评分严格地按买家身份分开来计算，使得买家

的信誉评价相对合理，同时又最大程度地保护买家参与

网上交易的积极性。与此同时，我们可以发挥政府，企

业，中介组织及个人的力量，由专业的部门或组织建立

个体的信用体系，并且建立买卖双方以外的机构或部门

以及 C2C 交易认证机构为买卖双方服务。经过第三方服

务，买家与卖家可以获得彼此的信誉讯息，但是彼此却

仍然维持匿名制状态，从而加大信誉炒作的费用和难度，

降低信誉炒作情况产生的可能性。

3.2 打击信誉炒作行为

3.2.1 完善约束交易行为的规则及完善信誉评价等级

完善约束交易主体的行为的规则，规定个体只要参

与了交易就不能不遵守信誉规则，否则就不予进行交易

活动。管理部门制定各项规则规范 C2C 在线信誉评价系

统的执行，实实在在地维护买卖两方的好处，推动 C2C

在线信誉评价系统准则的完善。网上交易中形形色色的

诚信问题的出现凸显出了信誉机制的问题巨大，必须

立即予以完善，除了去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外，还要

制定相应的规则，对每一笔交易的信息进行监督，尤

其是物流信息的审查，切实的对信誉评价模型进行更

改完善。

3.2.2 系统设计上不允许对评论进行修改

在系统设计上不允许已经对卖家做出评分及评价的

买方修改原评分及原评价。如果卖家及时地对自己的错

误进行更改及挽回，同时允许买方对补偿服务进行评分

及评价，那么不应删除原评分及评论，将两次评分及评

论都保留在系统中供其他消费者查看。

3.2.3 建立及完善机制以激励买家认真、公正的做出

评价

首先，系统对买家实行激励机制，对用心评价的买

家给予奖励（禁止卖家发放好评返现红包）。其次，取消

网站系统自动评论功能，实事求是，公布交易双方的信

誉互相评价的真实结果。最后，规范买家的评价行为，

对恶意评价行为予以警告批评制止，同时努力使网站信

息一致。

3.3 商品的售价与信誉评价力度成正比

改进现有的信誉模型——增加交易商品价值的因素。

以每笔交易的产品价值或交易金额为依据，设置不同的

权重，增加价值高的产品的权重，减少价值低的产品的

权重。以此来达到购买高价产品的买方的评价力度大于

低价产品的买方的评价力度的目的，避免商家做出投机

行为。

3.4 列举最近时间段的卖家的信誉值

运用信誉集结模型，同时列举近来时间段（如 4 个

星期、半年等）的卖家的信誉值供买家参考，使信誉值

更能精确反映卖家最新的信誉状况。信誉集结模型可以

让消费者对卖家的信誉情况一目了然，并且随意选择自

己想了解的任何时间段的卖家的信誉情况。

4.结束语

为了解决不利于交易双方的问题，平台要加强网站

的管理，打击信誉炒作行为，完善信誉评价机制，这也

是 C2C 在线信誉评价系统为更适应我国的 C2C 发展而必

须不断完善的。建立并且完善决策模型，提供多种不同

功能的方案来对商家进行信誉评价和交易对象选择，利

用智能系统来更好的呈现商家的信誉情况，为买方提供

选择支持，促成每笔交易公平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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