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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五：预付款消费

近年来，预付款消费仍是“重灾
区”，已成为社会的顽癣。商家利用多充
值多优惠的方法在洗车、洗浴、美容美
发、健身、会所、早教等多行业吸引消
费者办理预付消费卡，随之而来此类消
费纠纷成了当前投诉热点。预付卡属于
先付款后消费，消费风险极大，消费维
权难。

市消协提醒广大消费者：莫贪便宜
购买大额消费卡。除此之外，消费者在
办理预付卡时要做到“五个注意”：一是
选择证照齐全、市场信誉度高、经营状
况好的商家。二是卡内充值注意保持理
性，尽量不要一次为预付卡充入过多金
额，以免商家停业走人、携款潜逃导致
损失。三是签订合同要注意查看条款，
不要轻信商家口头承诺，要特别注意终
止服务、转让等方面的合同约定内容。
四是注意保存发票证据，以便以后维
权；五是消费者在持卡消费时，若发现
商家异常情况的，要及时向监管部门进
行反映，涉嫌诈骗的，应及时向公安部
门报案。

关键词六：免费送流量

免费送流量实际上是“画饼充饥”

忽悠人，随着智能手机在我们日常生活
中越来越离不开，相信用过智能手机的
人而言，大概都经历过手机流量一不小
心用超的事情，通信运营商正是摸透了
消费者的这种心理相继开展了“免费送
流量”等套餐活动。

看似“天上掉下了馅饼”，实则是
“没有免费的午餐”。一个时期内送你等
量不同的“免费流量”，到期后在没有告
知消费者的情况下开始扣费，这实际上
是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和“自主
选择权”以及“公平交易权”。

关键词七：积分清零

积分清零涉嫌“霸王条款”。到超市
商场购物有积分、刷银行卡有积分、充
手机话费有积分，甚至美容美发、医药
保健、购买蛋糕都能获得积分。随着

“积分换购”、“积分到期清零”的处处可
见，人们才发现大家已经生活在了一个

“积分时代”。“积分制”是商家拉动消
费、回馈消费者的一种形式，是对消费
者的一种奖励，也是商家与消费者之间
的一种“约定”。

“积分到期清零”是商家单方面的行
为 （除非不可抗力） 涉嫌“霸王条款”，
因为会员卡内积分是消费者通过购物逐
渐积累的，消费者凭积分可以参与商场
的换购活动，因此消费积分具有一定的
财产属性。商家通过店堂公告、声明、

通知的方式，告知限时兑换违反了《消
法》第二十六条的有关规定，根据公平
交易原则，未兑换的会员积分应当顺延
至下一个兑换周期，而不是“积分到期
清零”。

关键词八：定制家具

近年来，定制家具越来越受到消费
者的青睐，成为市场的主流，种类也从
移门衣柜扩展到了沙发、床、餐柜、鞋
柜等各类家具。主要问题是货不对板、
安装不到位、尺寸不符擅自改变设计、
隐瞒商品实情，计价、材料、用量暗藏
猫腻。

面对众多定制品牌消费者应该怎样
选择呢？一是货比三家制定合理预算。
二是消费者在选择定制家具时，不能盲
目追求个性而忽视对家具产品质量、标
准等方面的要求。三是达成意向后应约
定详细清单，签订定制合同并约定违约
责任。在这里特别提醒“定制产品概不
退换”。

关键词九：农业生产资料

农业生产资料投诉一直居高不下，
主要问题是一些农资产品外包装没有生
产日期和有效期及名称、地址等质量标
志进口农资没有中文标识，虚假标注产
品的功能和禁用范围，夸大化肥、农药

功效或者种子的成活率、抗病性能等，
还有的伪造批准文号和合格证。

农民朋友购买农资一是注意经营者
的主体资格，要到有固定场所、证照齐
全的农资经营单位或销售点购买，不要
贪图便宜，轻信走村串户的推销者。二
是注意查看包装标识是否规范，名称、
商标、养分含量、净重、生产日期、保
质期、合格证及产品使用说明书、厂
名 、 厂 址 等 。 农 药 标 签 还 包 括 “ 三
证”，即农药登记证、生产许可证或生
产批准文件。三是注意认真阅读使用说
明；四是注意索取发票或购货凭证并妥
善保管，以便发生消费纠纷后提供证
据。

关键词十：电视购物

电视购物消费投诉越来越成为各
级消协遇到的普遍性投诉和难题。主
要问题有商品质量问题、扩大和过度
宣传、实物与宣传不符、夸张对比、
偷梁换柱、隐性消费、七天无理由退
货难、售后服务得不到保障等问题，
电视购物频道的受众群体和客户往往
是一些普通的中老年和一些欠发达地
区的消费者。

市消协提醒消费者对于“电视购
物”，尤其是保健品、金银饰物、收藏品
不要轻易出手，更不能带着投资的心态
进行电视购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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