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介绍，近年来，“不合理低价
游”引发的强迫购物、产品质量纠
纷、侮辱消费者等问题时有发生，严
重损害消费者权益，损害旅游景区
形象，影响旅游行业的健康发展。

“不合理低价游”往往打着“团购价”
“零团费”“免费游”“旅游补贴”等噱
头进行包装，实际却暗藏着损害游
客利益的“陷阱”，如在行程路线、交
通工具、餐饮住宿等方面大打折扣，
并在旅途中安排各种购物环节，或
是在签订合同时将最精彩、需要付
费的景点排除在低价团费之外变相
加价。这些行为严重影响消费者的

出行体验，容易产生消费纠纷。
中消协提示：消费者在选择旅

游产品时，应抛却贪图便宜的心理，
不能单纯以价格为导向，要多关注
旅行社的口碑以及旅游产品的品
质，同时考虑自身身体状况和承受
能力等因素，并与旅行社签订旅游
合同，详细阅读合同条款，了解旅游
行程安排及双方的违约责任。若发
现旅行社的合同存在不合理之处，
一定要提前与旅行社协商解决，切
不可盲目签约。

中消协相关负责人表示，共促消
费公平、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是全

社会的共同责任，良好的消费环境也
需要全社会共同维护。中消协对存在
问题的经营者将依法加强监督规范，
促进行业自律，遏制行业乱象，护航春
节消费；敦促有关经营者摒弃各类不
良营销手法，注重品质提升与信用建
设，真正为消费者提供物美价廉的产
品和服务。

同时中消协提醒广大消费者，要
理性看待商家的打折促销行为，擦亮
双眼，甄别所谓的“低价”是“真实惠”
还是“设套路”，尤其要注意防范不法
商家的超低价陷阱，精明消费，畅享
实惠。 （据人民网）

远离“不合理低价游”当心“游游游”变成“买买买”

据介绍，一些价格明显不合理的
低价促销“猫腻”较多，看似让利消费
者，实则“放长线钓大鱼”，用“免费”

“0元购”“秒杀”“充多少送多少”等作
为诱饵，诱导消费者“上钩”。有的是
质量特别低劣的不合格产品或是在
服务质量上缩水；有的是产品免费赠
送，但要使用该产品还需额外支付费
用；有的是在消费者毫不知情的情况
下就办理了贷款或者分期付款；有的

是诱导消费者充值大量的预付款；有
的是为了获取消费者的个人信息，然
后再推送各种广告或是出售盈利；有
的是暗藏木马程序，消费者一旦点击
链接或者扫码，将面临较大的财产安
全风险等。

中消协提示：消费者一要警惕商
家的超低价甚至免费促销行为，仔细
辨别促销的真伪，特别要了解是否附
带其他条件等。对于涉及分期付款

的，要全面了解相关规则，并衡量自
身的偿还能力。二要理性充值，对于

“充多少送多少”“高额返现”等形式
诱导消费者充值的，要结合商家的信
誉度、消费者自身经济能力和消费需
求等综合考虑，建议不要一次性充值
较大金额。三要保护好个人信息和
个人财产安全，不随意填写手机号、
地址等个人信息；不随意点击不明链
接、不随意扫描二维码。

超低价促销暗藏“猫腻”让利为假，盈利为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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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介绍，社区团购是依托电商
平台、社群等工具开展的消费品团
购活动。消费者可以通过拼团的形
式，购买到价格较为低廉的商品。
据了解，社区团购自2020年末，随着
众多知名电商平台入局社区团购业
务，使社区团购得到迅猛发展，凭借

“远低于市场平均水平的价格”，成
功 吸 引 大 批 社 区 消 费 者 纷 纷“ 跟
团”。当前，社区团购可谓无所不
包，从水果蔬菜到日用百货，从餐饮
服务到交通出行均有涉及。但在社

区团购“光鲜”的背后，也存在着诸
多问题，如商品质量差、虚假促销、
低价倾销、退店保证金不退还等，其
中低价低质问题最为突出。

中消协提示：消费者在进行社
区团购时，一要认真甄别、查看商家
资质，了解商家口碑及售后服务情
况，尽量选择信誉良好、服务规范、
售后有保障的团购商家，谨慎选择
微商、社交平台及个人组织的微信
团购群。二要仔细查看供货渠道和
供货商资质，收货时要及时查验产

品品质，如肉禽产品是否经过检验
检疫、农副产品是否经过检测、是否
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是否有产
品合格证等。三要根据自身需要理
性消费，不盲目囤积限期使用的商
品，抵制低价的诱惑，避免过度囤积
造成浪费。四要保留发票、电子订
单、支付页面等消费凭证以及与团
购平台“团长”的聊天记录、产品的
宣传介绍与服务承诺等信息，当自
身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积极进行
维权。

社区团购“薅羊毛”小心买到假货和劣质产品

中消协发布春节消费警示：

低价打折有可能是“陷阱”理性消费防“套路”

随着 2022 年春节的日益

临近，很多消费者已经准备着

手置办年货、更换新家具或者

酝酿着去低风险的旅游景区

游玩。商场、超市、旅行社、电

商平台等经营者也纷纷推出

各种各样的优惠活动，其中，

最直观、最普遍的活动方式就

是降价促销。

中消协提醒广大消费者，

低价并不等于实惠，一些不法

经营者可能借低价之机，销售

假冒伪劣产品，甚至欺骗消费

者，给消费者的春节生活“添

堵”。对此，中消协整理了近

年来消费者反映比较突出的

几种“低价套路”，公布出来提

醒广大消费者，防范“中招”。

低价“问题”食品安全风险高

据介绍，中消协曾于
2018年-2020年连续3年
开展了农村集贸市场调
查体验活动，发现在售的
食品中混杂着一些“山
寨”食品和“三无”食品，
由于这些“问题”食品大
多使用不明原料，生产过
程也不规范，食品安全难
以保障。但因价格低廉，
若消费者只关注价格就
很容易“中招”。

中 消 协 提 示 ：俗 话
说，“民以食为天，食以安
为先”，消费者挑选年货
美食，在考虑价格的同
时，更要重视安全和品
质。首先，要检查商家是
否具有《食品经营许可
证》和《营业执照》等经营
资质，并查看《食品经营
许可证》上载明的经营范
围是否匹配，建议到证照
齐全的正规商家处购买
食品。其次，关注食品的
标签信息，特别是商标、
名称、生产日期、保质期、
产品执行标准、食品生产
许可证号、配料表和营养
成分表等，了解产品基本
情况，防范“山寨”食品、

“三无”食品及过期食品，
降低食品安全风险。

（（网络图网络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