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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权花样翻新，消费者如何维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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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佑陵园推出清明孝亲四大免费服务

安佑生态陵园是经三级民政部门审批、坐落于和林格尔国家级示范新区之核心区域

的大型人文生态纪念陵园。

安佑陵园勇于承担行业责任、社会责任，特推出一系列惠民活动：

一、免费为烈士修墓并撰写事迹。

二、无限期免费寄存骨灰。

三、免费为市民提供生态环保节地葬骨灰与大地融为一体，真正回归自然。

报名时间：2017年8月30日前。

9月中旬将举行隆重的集体安葬仪式。

四、祭扫车专线

清明节4月3、4日；阴历七月十五、十月初一公司安排免费接送祭扫车。

市区乘车点：呼市昭乌达路海德酒店对面。

详情致电咨询 服务热线：7260111� � 7260333

微商购物“杀熟”、电商

随意撤单……今年“3·15”，

记者从各地工商等部门新

近发布的相关案件、消费警

示发现，侵犯消费者权益的

花样也在翻新。

被微商坑了白坑？法院
教你保存证据！

2016年8月， 南京的陈

女士在微信朋友圈一微商

处购买了一套价值2999元

的高档护肤品，使用了一段

时间后觉得效果与宣传不

符，要求退货，可是该微商

推脱了几次之后，就再也联

系不上了。

近年来，微商等社交平

台网购消费兴起，相关的侵

权案例也开始增多，但一旦

出现纠纷，消费者往往很难

维权。

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事审判第一庭副庭长羊

震认为，消费者网购时要注

意保存有关合同成立及实

际履行方面和网络交易经

营者的违约或者侵权事实

两类证据。 主要有发票、网

上订单信息、 打款记录、商

品页面信息、 商品实物、消

费者与销售者在网络平台

上的聊天记录等证据，也包

括消费者向消协、工商等部

门进行投诉、反馈等证据。

电商“砍单”只是没诚
信？还涉嫌套取个人信息！

2017年1月18日， 消费

者胡某在上海威富服饰有

限公司经营的北面 The�

North� Face官方商城选购

了两件羽绒服， 共计293.72

元。胡某下单成功并付款后，

商家一直不发货。虽然北面

商城网站的购物指南规定，

成功支付后订购合同就成

立， 但随后商城以网站故障

为由，在未与胡某协商的情

况下单方面取消了订单。

电商随意取消订单俗

称“砍单”。北京市消协近期

开展了电商“砍单”问题调

查， 共收到有效调查问卷

3484份，征集电商“砍单”案

例148件。其中，有超过一半

的“砍单”案例发生在电商平

台商家，其次是电商平台自

营和厂家官网；商家“砍单”

的理由主要有商品缺货、操

作失误、系统出错、产品质

量、订单异常等；“砍单”涉及

的商品主要有服装服饰、箱

包、图书、电子电器、玩具等。

在3484名被调查者中，

2836人表示有过网购被“砍

单”的经历，占比81.4%；超过

八成被调查者认为电商“砍

单”是因为商家缺乏诚信，属

于故意欺诈。

北京市消协秘书长杨晓

军说，电商“砍单”问题具有一

定普遍性，且电商“砍单”已有

向其他互联网消费领域扩展

的趋势。此外，电商“砍单”涉

嫌套取大量个人信息。

长期从事消费维权的

邱宝昌律师说， 电商“砍

单”， 一方面对消费者权益

构成损害，另一方面对公平

交易的市场环境也是伤害。

从技术上来说，有没有货事

先电商应该知晓， 说自己

不知情不应该成为其抗辩

理由， 如电商故意隐瞒事

实或告知虚假情况，已经构

成欺诈。

给网约车充完值就涨
价？消费者有权要求退款！

来自北京的贾先生一

次在某约车平台充值后，没

过多久，该平台的约车价格

就提高了25%~35%。 而且，

该平台还把经营专车司机

的收费比例，由最初的25%

左右提高到50%左右，造成

不少专车司机消极接单。这

样一来， 消费者充值后，不

仅约车成本增加，而且约车

难度也明显增加。

随着网约车行业的快

速发展，像贾先生这样的消

费投诉案例并不鲜见。数据

显示，消费者投诉最多的是

网约车的价格收费问题。投

诉主要涉及网约车定价机

制不透明， 高峰时随意涨

价，变相推高价格等。有的

网约车订单金额与实际扣

款不符，存在重复扣款等问

题。此外，充值退费、服务质

量、合同条款也是消费者投

诉较多的几大问题。

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

法学研究会副秘书长陈音江

认为，虽然网约车新规规定，

约车价格实行市场调节价，

但这并不意味着允许平台随

意涨价。约车平台在消费者

充值后单方面提高价格，已

经明显涉嫌合同违约，就算

协议里规定了“充值3天后不

接受退款”，那也是扩大经营

者权利、限制消费者权利的

不公平条款，消费者有权要

求退款。

（据新华社报道）

整容市场乱象丛生，谁为美丽安全埋单？

近日，珠海一名25岁的

女子到熟人推荐的一名自

称从韩国进修美容归来的

朋友家中注射玻尿酸，致使

右眼视网膜中央动脉堵塞、

右眼失明。记者从广东省第

二人民医院整形美容科了

解到，近一年来，该科室接诊

因美容失败导致严重并发

症的患者平均每月达18人，

比上年同期上升70%多。由

于利润高、违法成本低、监管

弱等因素，美容整形行业已

形成包括药商、美容院、培训

班等在内的非法产业链。

互联网上流通的微整
形药剂95%都是假的

据广东省第二人民医

院整形美容科主任罗盛康

介绍，朋友圈和微博中流通

的微整形药剂95%都是假

的，大量医疗美容事故都是

由于假针剂引起的。

广州华美医疗美容医

院副院长赵晶晶给记者展

示了正规进口渠道的医疗

注射产品，上面有中英文介

绍、进口时间及批号、代理

机构名称等。邵女士是非法

医美机构的从业者，自己也

因非法美容注射致左眼失

明，她告诉记者，医美市场

上流通的药品相当混乱，很

多包装上只有英文，无进口

批号，有的里面甚至还有颗

粒。

记者调查发现，假针剂

在互联网上公开售卖。目前

在国内美容市场流行的日

本美思满公司生产的人胎

素产品，在淘宝上以每盒几

百到几千元不等的价格售

卖。在日本医疗行业从业多

年的名古屋大学医学博士

李岚告诉记者，按日本相关

法律规定，这类注射类的药

品不能对个人销售，所以不

可能通过代购带回国；中国

法律也不允许此类药品进

口。因此，目前在中国市场

上流通的这些声称来自日

本的人胎素都是假的。

一位业内人士介绍，现

在很多非医疗专业人士组

团去日、 韩培训整形项目，

如果不去参加这种培训，就

拿不到这类所谓的进口药

物，而这种药物是这个行业

的重要暴利来源。 据了解，

在正规医院，注射一支肉毒

素价格数千元至上万元不

等。北京一个不法窝点宣称

的“韩国进口”肉毒素拿货

价每支480~650元， 卖给客

人的价格约2000~5000元，

有些产品甚至论斤卖给美

容院或工作室。

非法整形瞄准“朋友带
朋友”

近日，国家食品药品监

管部门联合公安部门破获

了多起美容院、工作室销售

使用违法美容假药和医疗

器械案件，查处现场让检查

人员惊叹： 无营业执照、无

医疗美容资质、“资深整形

师”出自7天培训班、简陋且

无系统消毒的手术室、一大

批无批准文号的药品及医

疗器械。

罗盛康说，正规整形医

院开展的培训班，最根本的

一条，就是所有的培训对象

必须具有医师资格，最低职

称是主治医生。目前在中国

仅有1万名左右的医师具备

整形美容的资质。一些非法

微整形培训班培训场所不

具备最基本的医疗卫生条

件，很多培训老师都是非专

业整形医生出身，学员先用

鸡腿、鸭腿、猪肉练习，练习

熟练后互相扎针，学员被扎

坏眼球、失明的情况屡见不

鲜。

记者调查发现，除了不

少美容院从事非法整形，一

些个人或者机构暗藏在居

民小区、公寓、写字楼、宾馆

等场所，打着工作室、生活

馆、养生坊旗号做着非法整

容的生意。他们往往通过微

信朋友圈揽客，接待的多是

熟客或者熟客介绍的朋友。

由于此类工作室提供的价

格往往比正规医疗美容机

构便宜，吸引了不少爱美人

士。

邵女士说，她的工作室

有客户5000多人，都是朋友

带朋友、熟人传熟人积累的

客户， 大家都特别信任。而

据赵晶晶介绍，广州华美医

疗美容医院是广州最大的

民营医疗美容医院，注射美

容的客户才1000人左右。

处于监管盲区

沈阳妇幼保健院整形

美容外科医生裴宁说，按照

规定，凡运用药物、手术和

医疗器械等医疗手段，对人

体进行侵入性治疗，从而达

到对机体形态、皮肤等进行

重塑和修复等美容性治疗

目的的， 均属医疗美容项

目，须在卫生部门批准的正

规医疗机构进行。

非法整形违法成本很

低。记者采访了数例在非正

规机构整形失败的受害人，

由于肇事者要么是老板请

来的培训老师，要么是自己

的同事，要么是朋友介绍的

机构，最后都因为“碍于情

面” 又不愿声张不了了之。

赵晶晶说，整形失败带给受

害人的有些是终身残疾，甚

至危及生命安全，但目前非

法整形处于民不举官不究

的状态，违法者大多未受到

重罚。

有少数想维权的受害

人发现，维权无门。这类生

活美容机构注册的是工商

服务行业执照， 而医疗美

容行为由卫生监督部门监

管。维权过程中，工商部门

说是卫生监督部门的事，

卫生监督部门称自己没有

执法权， 而公安部门称这

属于民事纠纷， 他们也管

不了。

一些业内人士建议，应

加大源头打击力度，减少市

场上的假药横行。同时加强

跨部门协调，卫监、药监、公

安等关键部门，明确职责，

联动查处。此外，严禁无资

质人员开展医疗美容服

务， 对造成人身伤害的行

为从严惩处。

（据新华社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