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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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分商家落实国补政策不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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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车辆统筹保险”投诉激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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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学后付”隐患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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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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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是全球电动摩托
车生产和销售第一大国，
电动摩托车产品以其环保、
低碳、便捷的特点，逐渐成
为全球消费者短途出行的
优选。海关总署发布的数
据显示，2024年，中国电动
摩托车和自行车热销海外，
出口值首破400亿元大关。

“小电驴”出口亮眼成
绩单的背后，是中国电动
摩托车产业坚持创新驱动、开拓国际市场、拥抱绿色出行时
代浪潮的生动写照。在完备的产业链、强大的制造能力，以
及政策红利和市场需求的多重利好因素叠加下，中国电动
摩托车产业迎来发展的“黄金期”。

近年来，全球市场对环保交通工具的需求激增，尤其是
在欧洲和东南亚等地区，当地政府的积极政策亦推升了需求
增长趋势，为中国电动摩托车出口提供了庞大的海外市场。
同时，中国企业在技术创新方面的努力，特别是在提高电池
技术和电机效率上取得的突破，增强了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在2024年意大利米兰国际两轮车展期间，雅迪推出了
一款为欧洲市场量身定制的电动摩托车，不仅有胎压监测、
GPS导航功能，还支持手机解锁和语音控制。爱玛集团推
出的新款电动摩托车则采用了汽车级的亮面烤漆工艺。据
了解，该集团目前正加快技术转型，挖掘面向年轻群体的综
合吸引力。

近年来，以雅迪、台铃、绿源、九号等品牌为代表的中国
电动两轮车，正以高性价比赢得海外消费者的青睐。在美
国，85%以上的电动助力自行车来自中国；英国消费者购买
物美价优的中国“小电驴”，预计每台可节省200英镑。

未来如何进一步推动电动摩托车出口业务的长期稳定
发展，中国企业要持续加强技术研发，不断提升产品的能效
和安全性，以适应国际市场日趋严苛的高标准要求；实施全
面的品牌国际化战略，通过提高品牌的国际认知度和美誉
度来增强市场竞争力；致力于提升产品质量和售后服务，从
而在全球市场树立良好的品牌形象。同时，企业须密切关
注全球政策动态，灵活调整其出口策略以应对潜在政策变
化；在巩固原有市场的同时，积极开拓东南亚、非洲和南美
等新兴市场，以实现市场多元化。

业内人士认为，随着全球环保意识的不断增强和绿
色出行理念的深入人心，电动摩托车产业将迎来更加广
阔的发展前景。中国电动摩托车企业有望进一步扩大
在全球市场的产品竞争力和品牌影响力，为全球绿色出
行贡献中国力量。

摘自《消费日报》

商家落实国补政策有待规范
新华社记者 赵文君

中国“小电驴”何以驰骋全球？

——中消协发布2024年消费投诉热点分析

随着网络购物的快速发展，各类新型消费陷
阱时有发生。面对“限时特惠”“品牌同款”等情
形，消费者如何增强风险防范意识？“3·15”国际
消费者权益日即将来临，中国消费者协会4日发
布消费提示，网络购物牢记“三个不”，即不轻信
夸大宣传、不点击不明链接、不脱离平台交易。

【谨慎识别促销活动真实性】
“原价999元，限时特惠99元”“限时秒杀倒

计时”，很多看似优惠让利的促销活动是否真实，
消费者一时难以辨别。实际上，部分商家通过虚
构原价、夸大折扣等方式诱导消费。

中消协消费指导部主任吕金波表示，此类行
为涉嫌违反我国价格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关
于明码标价和禁止虚假宣传的规定。消费者可
以使用正规比价工具或平台历史价格查询功能，
核实商品真实价格波动情况。理性对待“限时”

“限量”营销话术，避免因冲动下单造成经济损
失。留存商品促销页面截图、商家承诺记录等证
据，便于后续维权。

【防范假冒伪劣风险】
“品牌同款”“正品代购”，网络平台部分商家

以“低价清仓”“工厂直销”为名销售假冒品牌商
品，或通过仿冒商标、模糊描述误导消费者。

中消协建议，消费者优先选择品牌官方旗舰
店或平台认证的自营店铺，查验店铺公示的营业
执照等资质。收到商品后仔细核对品牌标识、防
伪码、产品批次等信息，发现异常立即拒收。保
留购物凭证、商品详情
页及聊天记录，作为维
权依据。
【警惕新型诈骗手段】

近期频发“冒充客
服退款”“快递丢失理
赔”等电信诈骗案件。
不法分子通过非法获
取消费者订单信息，诱
导点击钓鱼链接、提供
短信验证码或下载不
明软件，导致消费者资
金被盗。

中消协建议，消费
者切勿轻信陌生电话、
短信，所有售后问题都
应通过平台官方渠道联

系客服；拒绝向他人透露银行卡密码、短信验证
码等敏感信息；谨防“屏幕共享”操作，避免远程
操控导致账户失控；谨记正规网购平台的退款、
赔付款都是从顾客支付账户原路返回，没有所谓
的“退款链接”，也无需下载其他App，要求另行
下载App或扫码入群等大概率是骗子。

【强化个人信息保护】
部分商家违规收集消费者身份证号、人脸数

据等个人信息，或通过快递面单非法收集、买卖
用户地址、电话，导致骚扰电话、诈骗风险增加。

消费者如何强化个人信息保护，防范隐私泄
露？中消协建议，消费者非必要不提供详细住
址，可填写代收点或快递柜地址；丢弃快递包装
前，务必清除或涂抹面单上的个人信息；谨慎授
权App获取通讯录、定位等权限，定期清理缓存
数据。

【依法主动维权】
当消费者遭遇虚假宣传、商品质量缺陷、拒

不退换货等问题怎么办？
中消协建议，消费者要积极维护自身权益。

维权途径可依次选择协商解决、平台介入、投诉
举报、司法诉讼。先通过平台客服发起投诉，要
求商家履行退换货或赔偿义务；若协商未果，可
申请交易平台介入处理；平台处理不佳可通过

“消协315”投诉平台或者热线电话向消协组织
投诉，也可以向相关监管部门举报；如果涉及金
额较大、情节严重，可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网购如何防“踩坑”？中消协支招牢记“三个不”
新华社记者 赵文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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