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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半年十大消费维权
舆情热点公布

线下演出存在退票难争议

　　社会影响力：95.4
  不少消费者反映在线下演出消费过程中遭遇退
票难等问题。其中，有消费者投诉大麦网、纷玩岛
等票务平台的改签、退票措施不合理，“演唱会为
啥都在闹退票”等话题一度登上社交平台热搜榜。
  有舆论质疑称，当下一些主办方和票务平台为
了打击“黄牛”而采取实名制等措施，却没有匹配
完善的售后服务，将经营风险和成本转嫁到了消费
者身上，有违保障消费者权益的初衷。

酒店民宿被曝多起毁约侵权纠纷

　　社会影响力：90.4
  “五一”假期前后，酒店民宿涨价毁约引发舆
论聚焦，诸多消费者反映住宿环节成为旅程中的糟
心体验。事实上，消费者对假期酒店民宿价格适度
上涨有一定的心理承受能力。消费者的失望情绪主
要源于在出游热情高涨的当下，迎接他们的不是以
更规范的管理、更具个性化的体验作为卖点的住宿
服务，反而是商家为了经济利益置消费者权益于不
顾，变着花样违约侵权。

知名餐饮品牌被曝食品安全问题

　　社会影响力：86.5
  今年“3•15”期间，“网红餐厅蓝蛙被曝光后
厨乱象”“半天妖垃圾桶捞回餐食又端给顾客”
“吉野家吃出蟑螂后检查发现43只”等事件中，知
名餐饮品牌被曝光其门店出现食品安全问题引发网
民热议，不少消费者直呼“商家职业道德不敢恭
维”“各种套路让消费者失去信任”“有多少家餐
厅经得起调查”。

视频平台会员服务“打折扣”

　　社会影响力：85
  今年年初，不少视频平台的会员用户在社交平
台吐槽其糟心的消费体验，包括限制登录设备数
量、限制投屏清晰度等，其中部分消费者认为视频
平台的一些做法有侵犯消费者权益的嫌疑。比如自
称爱奇艺“7年老粉”的消费者因“单方面变更合同
条款，已构成违约”将爱奇艺告上法庭。还有消费
者表示，视频平台的会员费不断上涨，但会员权益
却打了折扣，指责视频平台的做法是“胁迫式涨
价”，批评视频平台“吃相难看”。

研学游侵权乱象频出

　　社会影响力：84.8
  小长假及暑假期间，研学游消费中存在的侵权
问题引发关注。“部分研学活动游而不学”“万元
清北研学变成校门口拍照打卡”等话题频登网络热
搜榜。此类事件中，家长期盼孩子通过寓教于乐的
研学游得以拓展视野、提升素养，不惜支付高额费
用为孩子报名各类研学营，然而却遭遇货不对板、
流于形式、价格虚高等困扰，一些研学项目甚至被
发现存在安全风险保障不到位、工作人员责罚学生
等问题。诸多乱象让家长及学生“乘兴而来，败兴
而归”，也让不少家长望而却步。

家乐福购物卡限制消费

　　社会影响力：80.4
  今年1月初，媒体报道称，北京、沈阳、昆明、
无锡等地传出“家乐福购物卡结算受限”的消息，
大量消费者称在家乐福购物后用购物卡支付时受到
限制，引发广泛关注。有消费者称，以往家乐福的
购物卡可以用于支付所有商品，但现在只有少部分
商品可以使用购物卡支付，疑与家乐福多个门店遭
遇经营困境有关。

航空里程积分清零引消费者不满

　　社会影响力：74.8
  6月18日，演员胡兵在社交平台发布视频称，自
己积累的50万东航航空里程积分突然失效，对航司
的提醒服务提出质疑。一时间航司积分兑换、积分失
效、积分服务等话题引发热议。据媒体梳理，之前已有
多起针对其他航空公司的同类投诉，而“积分清零”的
问题不仅存在于民航领域，还涉及酒店、餐饮、电商等
领域。
  舆论认为，关于会员消费积分的侵权隐患长期
存在，商家在将积分制作为提高用户黏性的增值服
务时，应在积分抵扣、奖品兑换、积分使用时限等
条件设置中表现出足够的诚意，而不是仅以此作为
增加新用户的噱头，在消费者想要兑换积分福利
时，不能设置重重阻碍，引发兑换难等侵权争议。

共享充电宝被指“好借难还”

　　社会影响力：74
  近年来，随着用户规模及使用场景的不断扩
大，共享充电宝不合理收费、充电效率低、好借不
好还、归还后仍计费、强推虚假广告、超限获取个
人信息等问题成“槽点”，“充电宝刺客”屡屡登上网络
热搜榜。有消费者吐槽称，为了归还“街电”共享充电
宝，竟花了100多元油钱开车到原地归还；有消费者在
不同地点租用的“怪兽充电”充电宝，少借3小时收费
却贵了3倍，质疑充电宝“定价成谜”。

网红竹筒奶茶被曝食品安全问题

　　社会影响力：73.7
  竹筒奶茶是今年的新晋网红商品，然而与之有
关的争议问题也在社交平台此起彼伏。有消费者反
馈称，一些商家售卖的竹筒奶茶不仅价格贵，口感
不及预期，更有甚者还存在食品安全隐患。舆论呼
吁，商家不能为了追求利益而践踏食品安全“红
线”，有关部门也应持续对此类“网红”产品严格
监管，切实保障消费者权益。

低价旅游团暗存强制购物问题

　　社会影响力：64.3
　　6月4日，有网民在社交平台发视频曝光，云南
一旅游团女导游强迫游客购买商品，并讽刺对此不
满的游客“冷漠自私不要脸”，低价游“强迫消
费”侵犯消费者权益等问题引发舆论热议。此外，有
媒体调查发现，在一些旅行社推出的老年低价旅游
团项目中，存在“随意变更行程”“宰客”“强制购物”
“游客被滞留”等诸多乱象。     本报综合

　 日前，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2023年上半年消费维
权舆情热点》，线下演出退票难、视频平台会员服务体

验不佳、研学游侵权“陷阱”等多个案例较为突
出，街电、大麦网、纷玩岛、家乐福、东

航等企业被点名。

  “剩菜盲盒”作为一种新兴的经营方式，
虽然不被法律所禁止，但是必须规范经营，切
实保障消费者权益。中国消费者协会日前发出
提醒，消费者在购买“剩菜盲盒”时勿忘风险
意识，注意以下事项：
　　噪注意食品种类
　　盲盒的属性决定了其价格固定、商品不可
亲身观察、不可选择等特点。与正常购买食品
相比，消费者购买“剩菜盲盒”前无法直接观
察商品，也不能完全根据自己的喜好和数量来
选择食品，如果买到了不符合自身口味的食
品，反而有可能造成食品浪费。对于有饮食忌
口要求的消费者，在“剩菜盲盒”的选择上一
定要谨慎。
　　噪注意贮存环境
　　夏季天气炎热，食品的贮存条件更为严
格，并不是所有的“剩菜”都可以作为盲盒来
出售。奶制品、肉制品等易腐食品本身保质期
限短，而且容易在高温下快速变质。由于商家
给“剩菜”封装后到消费者取餐，还会有一段
时间，这给本身就是“剩菜”的食品，更增添
了安全隐患。
　　噪注意保质日期
　　对于面包、蛋糕等焙烤类非餐饮服务食
品，食品保质期是食品在标明的贮存条件下保
持品质的期限，一旦超过这个期限，食品可能
会发生变质，食品的安全性将得不到保证。个
别商家为了达到更好的清仓效果，在生产日期
上打“擦边球”，或者将保质日期模糊处理。
消费者在不能直接挑选食品的交易方式下，处
于较被动局面，加大了权益受损风险。对此，
消费者务必注意“剩菜盲盒”食品保质日期、
包装日期及贮存条件等，或向销售人员核实相
关信息。
　　噪注意商家信誉
　　“剩菜盲盒”作为食品，其核心还是在于
如何“吃得好”“吃得安全”。消费者应从实
际需求出发，理性对待“盲盒”销售，选择信
誉高和口碑好的商家购买“剩菜盲盒”，避免
购买来路不明或不符合安全要求的食品。另外，
消费者在购买“剩菜盲盒”时要注意留存消费凭
证，在食用前仔细检查食品包装是否完整，如果
发现食品存在异样，不要进食，妥善处理。
　　中国消费者协会呼吁“剩菜盲盒”经营
者，务必保证食品质量安全，明确必要信息，
履行告知义务，做好售后服务；不得违背公平
交易原则，进行饥饿营销、虚假宣传、消费欺
诈等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本报综合

选购“剩菜盲盒”

风险意识不可“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