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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消协昨天发布2023年十
大消费维权舆情热点。这十大
消费维权舆情热点涉及：

——电商主播言行不当引
发投诉。个别主播团队抓住部
分网友猎奇和“审丑”的心理，以
女主播披头散发、装疯卖傻作为

“节目效果”完成带货。还有一
些主播与团队成员“打配合”，利
用销售数据、直播弹幕、互动方
式等诱导消费者下单购买商品。

——民宿经营者被曝“涨价
退单”“虚假地址”。有消费者称
其提前预订好的民宿遭到经营
者以房租到期、重新装修等多种
理由“退单”，实则是经营者想大
幅涨价重签订单。有消费者发
现，有的民宿在在线旅游平台上
的地址并不准确，预订时定位为
地标建筑旁，实则是在郊区；有
的经营者要求下单以后才告知
详细地址，消费者抵达后才发现
实际环境与此前预订的民宿货

不对板，落入消费“陷阱”。
——餐饮商家不明确收费

标准及服务内容。有消费者称
“一份价格不到18元的麻辣烫，
包装费就要6元”，直呼遇到外卖
包装“刺客”。个别连锁餐饮品
牌使用厨师现场做菜的宣传图
片，实际上是预制菜。还有部分
餐饮商家要求消费者在扫码点
餐时，必须关注公众号、授权向
餐企提供个人信息。

——“研学游”“低价游”欺
骗诱导暗藏陷阱。一些机构开
办的研学旅游团存在货不对板、
流于形式、价格虚高，以及安全
风险保障不到位等问题。一些
旅游团存在“不合理低价游”问
题，尤其是针对老年群体打出

“低价游”“养生游”等旗号，暗藏
诈骗陷阱。

——车企售后服务停摆引
发车主担忧。2023 年10 月，威
马汽车出现“网络服务停摆”，导

致车主无法正常使用，虽然后续
修复了网络服务，但车主的恐慌
情绪并未消除。由于新能源汽
车多为定制化智能设备，不具备
通用性，车企一旦陷入经营困
境，车主的售后服务就会面临重
重障碍，乃至陷入售后无门的困
境。

——第三方测评“跑偏”干
扰消费者。中消协对12个互联
网平台共计350家第三方测评账
号进行体验式调查后发现，缺乏
测评标准的主观性测评多，涉嫌
商测一体、以商养测、虚假测评
等问题。这类“变味”的第三方
测评，非但不能帮助消费者作出
正确判断，反而影响了正常的市
场秩序，给消费者造成严重干
扰。

——知名品牌触碰食品安
全底线。“深圳一消费者投诉在
某品牌奶茶中喝出三个标签”，
某品牌火锅被博主曝出卖“假羊

肉卷”，而商家在出现问题后，仅
以一纸声明即息事宁人，难以获
得消费者认可。

——共享按摩椅及共享充
电宝消费体验不佳。有关共享
按摩椅、共享充电宝等共享设
备经营方在运营、管理上不到
位，消费者对“捆绑消费”不
满。一些共享充电宝商家存在

“好借难还”问题，如“虚假归还
点”“充电宝归还失败 3 天后被
扣99元”。

——“生鲜灯”改变商品外
观误导消费者。一些商超及农
贸市场商家利用“生鲜灯”给不
新鲜、有瑕疵的农产品“美颜”误
导消费者购买。市场监管总局
发布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质量
安全监督管理办法，给出明确回
应，禁用“生鲜灯”给生鲜商品

“美颜”。办法实施后，全国各地
商超、市场陆续实现了“生鲜灯”
的替换，保障了消费者的知情

权、选择权。
——精装房偷工减料引发

业主维权。有业主收房时发现，
所谓的精装房不仅装修质量不
及预期，甚至连水、电、地暖都无
法正常使用，出现严重的漏水、
墙皮开裂、地板空鼓等问题，感
叹“交房变成维权的开始”。

中消协有关负责人表示，梳
理2023年十大消费维权舆情热
点，主要表现为三类问题。诱导
消费、食品安全隐患等顽疾有所

“抬头”；消费者“明明白白消费”
的诉求未得到满足；部分经营者
回应消费者维权诉求时，只急于
平息一时的舆论风波，却没有拿
出改进的实际举措。

中消协建议，保护消费者权
益，要有力回应消费者惩治侵权
商家的诉求，还需着重警惕相关
事件所暴露的风险漏洞，形成监
管合力，为提振消费创造良好环
境。 据新华社电

上海知名“网红”产品——
国际饭店蝴蝶酥，随着前段时间
《繁花》的热播，再次人气暴涨。
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一窝蜂地
挤到黄河路28号国际饭店帆声
西饼屋门口排队，部分市民游客
为了节约时间选择各类外卖团
购平台，想通过网购免去排队的
烦恼。

然而，青年报记者在近2周
的暗访调查后发现，网上打着国
际饭店蝴蝶酥（某某店）旗号的
外卖团购商家，无一例外都是

“山寨店”。这些店藏身之处，周
遭环境恶劣，存放食品条件堪
忧，而所售卖的蝴蝶酥，质量更
是参差不齐，临期、出水、破损、
口感差等都让这个上海著名品
牌在网络上被误伤，也让全国各

地慕名购买的消费者败兴而归。
报道刊发后引发公众哗

然。网上的质疑声潮水般涌来，
“难道这些外卖团购平台不应该
负责任吗？自己审核商户不合
规，让李鬼店铺上线？”“门店排
队都排成狗的，外卖哪来那么
多，肯定有问题！”“问题是国际
饭店自己是否报案追查，自己品
牌不经营维护能怪谁呢？”“那么
平 台 上 假 冒 的 到 底 有 人 管
吗？”……

网友“李征”爆料说，不只是
国际饭店，沪上不少名店，比如
光明邨、白玉兰等，在各大外卖
团购平台都有李鬼店。他建议
有关职能部门行动起来，按照网
站登记地址，一查一个准，督促
相关外卖网站清空李鬼店，保护

好消费者权益和城市形象。
网友“无咎”说，“平台给假

冒伪劣提供展示是不是最应该
负责的一个？”还有几位网友
则介绍了购买渠道，“国际饭店
蝴蝶酥都是在帆声西饼屋买
的”“直接去奥乐齐买就好了，
虽然很多人说味道不一样，但
我真吃不出来那一点点细微差
别”……

有网友则劝说大家，“本来
就是吃的一个情怀，老上海的东
西原汁原味都是要排队的，网上
很少有正经的老字号的东西”。

“建议老字号品牌也要做好
线上的销售平台，否则大家上网
买到的都是假的，把老字号的牌
子都做塌掉了。”网友“阿扁鱼”
建议说。

3月15日的青年
报头版头条刊发了
《打假“李鬼”网红蝴
蝶酥店》的报道，引发
了社会关注。记者昨
天下午从多个外卖平
台了解到，“平台上的
国际饭店蝴蝶酥山寨
店已经全部下架了。”

青年报暗访组

本报《打假“李鬼”网红蝴蝶酥店》报道引发社会关注

外卖平台下架“山寨”店铺

记者辗转联系到了上海市市
场监督管理局的一名相关人士，
他表示，报道中涉及的山寨店之
所以横行，就是因为平台审核不
严。线上线下要真实。挂羊头卖
狗肉，平台也是有责任的。

记者询问了某外卖平台的公
关，对方辩解说，在审核时，线下
业务人员会查看店招店牌是否和
线上店一致。

针对这一回复，市场监督管
理局的这位专业人士表示，除非
店招违反了公序良俗，否则可以
由商家自己取名。

那么如果商家称自己属于代
购行为，是排队从国际饭店买来
的再转卖，这样的行为是否合法
呢？该专业人士表示，只要商品
还有预包装，符合相关经营资质，
这一行为就属于商业行为。

记者咨询了多个外卖团购平
台，其中有一家公关表示，“经核
查这些山寨店已经全部下架了。”

对方表示，平台针对所有店铺的
入驻，都需要严格审核店铺的真
实性、店铺资质证照等。平台在
日常巡查中，一旦发现商家存在
违规情况，将会立即下线，令其按
要求完成整改。

另一家外卖平台的公关也表
示，平台已经采取行动将涉嫌侵
权的店都给下架了。还有一些到
店的店铺，平台也正在联系业务
人员处理，会陆续下架。

第三家外卖平台的公关也表
示，一早看到文章，已经全部处理
下架山寨店铺了。

记者检索后发现，大部分外
卖团购平台上的山寨店铺已全面
下线。

“那么，即便这次下架了，未
来是否会死灰复燃，又重新上架
呢？”某公关表示，“我们肯定不会
再让它们重新回来了，但是线下
店铺方面，我觉得还需要督促一
下监管部门。”

中消协发布2023年十大消费维权舆情热点

“外卖团购平台不负责任吗？”

[网络平台]

采取行动将涉嫌侵权的店下架
某外卖平台上的国际饭店蝴蝶酥山寨店已经全部下架了。

本报昨日的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