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区版

甘肃日报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主管主办

星期五

2025.2.7

今日 8 版 第9482期

农历乙巳年正月初十

传递时代好声音
服务市民新生活

下
载
奔
流
新
闻

《兰州晨报》编辑部出版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CN62-0017 邮发代号：53-61 新闻热线：0931-8159555 发行热线：0931-8151656 本版编辑 黄芃

落实国补政策
部分商家有待规范

中消协发布2024年消费投诉热点分析
中国消费者协会6日发布2024年全国消协组织受理投诉情况分析。从消

费者投诉热点看，部分经营者在商品质量、营销和服务等方面存在问题，如部分
商家落实国补政策不规范、“车辆统筹保险”投诉激增、“先学后付”隐患多……不
仅损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也暴露了监管的短板。

消费者马先生于 2024 年 12 月 16
日，在某电商平台某品牌自营旗舰店支
付8599元（原价为8999元，使用400元
国家补贴）购买了一部手机。12 月 22
日发现同款手机在其购买价格基础上
降价700元，消费者按照平台客服要求
重新下单价格为 7899 元（原价为 8999

元，使用400元国家补贴和700元平台
优惠券）。消费者要求价格保护，但平
台以新订单使用了400元国补为由，只
支持价保300元。消费者投诉后，通过
消协与商家进行了和解，在价保300元
基础上，另行补偿400元差价。

据中消协介绍，部分商家先抬高

价格，再用国补优惠吸引消费者。消
费者购买了国补商品后发现价格大幅
下降，要求补差价，但被商家以“国补
商品不参与价保”为由拒绝。有的商
家未按承诺时间发货，或者以库存不
足为由强制取消订单，导致消费者国
补资格丧失。

中消协建议，相关部门进一步明确补贴政策细则，细化国补商品的价格计算规则，防止商
家虚高定价或通过涨价等方式套补，侵害消费者利益。监管部门可重点加强对补贴商品价格
的监测，对参与国补商品的价格波动进行动态监管，及时发现异常涨价行为。

部分商家落实国补政策不规范

消费者林先生称，在手机上看到某
运输安全统筹服务有限公司发布的车
险服务广告，该公司工作人员冒充知名
保险公司，以可购买汽车商业险为由诱
骗其通过二维码进行付款。付款后消
费者收到的合同显示是统筹服务，并非

正规的商业险保单。
据介绍，中消协近期接到大量消费者

投诉，反映一些“汽车服务公司”以保险公
司名义对外销售“统筹保险”，冒充知名
保险公司，将“统筹保险”包装成正规商
业保险，消费者付款后才发现保单并非

由正规保险公司出具，“统筹保险”公司客
服电话无人接听、业务员失联，出险后只
能到指定修理厂，面临赔付难等问题。消
费者发现问题后要求退款，却遭遇商家拖
延或拒绝。即使合同未生效，消费者提
出退款时仍被收取高额手续费。

中消协有关负责人表示，销售车辆统筹业务的公司并非保险公司，其公司名称一般为“汽
车服务公司”或“运输服务公司”，注册时也无需保险监督管理机构批准。此类公司的风险补偿
能力及资金安全性相对较低，存在理赔难度大、跑路风险高等多重风险，建议消费者谨慎识别，
避免选择此类产品。

“车辆统筹保险”投诉激增

消费者孙女士称，2024年12月，广
州某咨询服务有限公司诱导其签订“先
学后付”分期付款技能培训课程合同，
客服称报名时只需要交纳 100 元预定

金，下个月才开始支付学费。事后，孙
女士才发现自己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
办理了贷款。

据了解，一些职业技能培训机构以

“先学后付”的名义，诱导消费者未充分
了解借款条款情况下办理“消费贷”。部
分网购平台设置为默认勾选，并自动成
为后续付款方式，且关闭步骤复杂。

“先学后付”隐患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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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消协有关负责人表示，培训机构应明确告知消费者相关条款和风险，网购平台应加强身
份验证、支付安全等，避免因误操作引发纠纷。建议监管部门加强对培训和电商行业相关业务
的监管，确保其透明公平经营，防止侵害消费者权益。 新华社北京2月6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