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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消协公布2024年上半年十大消费维权舆情热点

“提灯定损”、演唱会“柱子票”上榜

据中消协网站消息，中国消费者协会公布2024年上半年消费维权舆情热点。
2024年上半年，一系列促消费政策措施出台，消费“主引擎”动力强劲。从年初的冰雪经济到每个长

假的假日经济，文旅消费、数字消费、绿色消费、健康消费等热点为消费市场的恢复不断增添新动力。但
一些消费维权热点事件话题反映出部分行业领域当下仍存在消费者权益保护痛点、难点、堵点，影响消
费体验。

中国消费者协会、人民网舆情数据中心、中国消费者杂志社共同梳理发现，现制饮品品牌屡现过期
食材等问题；“职业闭店人”成为预付式消费维权阻碍；微短剧付费乱象、内容违规问题频发；网络平台自
动续费“开通容易退订难”；演唱会“柱子票”影响消费者现场体验；“叫花鸡里没有鸡”暴露商家“推责”问
题；平台经济大数据“杀熟”频现；消费者购车遇4S店“价外加价”；租赁市场“提灯定损”类乱象困扰消费
者；“被直播”为商家引流遭消费者投诉等案例涉及的消费维权问题较为突出。

一、现制饮品品牌屡现过期食材
等问题

上半年，书亦烧仙草、古茗、茶百道、茉
酸奶等新式茶饮品牌“致歉”屡上热搜榜，
食材超过有效期、店员责任意识差、门店管
理流程混乱等导致的食品安全问题是这些
品牌被媒体曝光的重要原因。有的品牌以

“新鲜现做”为卖点却无法保障食材的安全
性，引来消费者直呼“塌房了”。相关事件
中，个别店员“过没过期靠嘴尝”“喝了顶多
拉肚子”等表态反映出商家对消费者权益
的漠视心理，招致消费者反感。

二、“职业闭店人”成为预付式消
费维权阻碍

近年来，在一些早教机构、健身房、理
发店、瑜伽馆“老板跑路”引发的消费维权
事件中，“职业闭店人”群体愈发受到舆论
关注。早教机构金宝贝在江苏南京多个门
店“一夜闭店”事件中，不少消费者反映“职
业闭店人”似乎成为商家跑路的“帮凶”，北
京早教机构美吉姆、纽哈顿闭店事件中，也
有家长反映遇到了相似的情况。商家因经
营不善而闭店，聘请“职业闭店人”参与收
尾工作，看似是给消费者提供了一条维权
途径。然而，实际上这些“职业闭店人”对
消费者协商退还预付款等合理诉求不予回
应，或是给出虚假承诺，徒增消费者的维权
成本，甚至有的“职业闭店人”与“跑路商
家”狼狈为奸，打起“割消费者韭菜”的歪心
思，钻法律的空子，以实现不法目的。

三、微短剧付费乱象、内容违规
问题频发

微短剧行业迅速发展的当下，其付费
乱象、内容违规等问题引发不少消费者“吐
槽”。在“绝世短剧”APP 上充值后却发现
可观看的微短剧数量过少；“骑士短剧”
APP 声称开通会员“可畅看平台所有短
剧”，实际上需要跳转至第三方平台，且可
能额外付费……诸多案例中，消费者维权
时常面临“找不到人工客服”“平台规定虚
拟商品一经售出概不退换”等困扰。此外，
微短剧内容不当也引发了消费者在付费后
能否“物有所值”的疑虑。有消费者称，很
多微短剧宣传的时候用低俗、庸俗、擦边的
内容作为“卖点”，刷手机时看到会令人感
到不适。

四、网络平台自动续费“开通容
易退订难”

1 月，有消费者在退订网络平台会员
时，遭遇“关闭自动续费仍被扣费”的事件
话题登上热搜。一些商家以相比于订阅季
度或年度会员更优惠的价格推出自动续费
会员服务，有的消费者在开通自动续费后
立刻关闭自动续费，以免到期遗忘。然而，
有消费者在被扣费后才发觉，自动续费不
仅需要在APP内关闭，还需要在移动支付
端关闭，甚至需要“反复查看攻略才能找到
如何关闭的方法”，商家在自动续费功能上
存在“层层套娃”问题受到质疑。

五、演唱会“柱子票”影响消费者
现场体验

今年以来，女子看凤凰传奇演唱会买
到“柱子票”要求退一赔三、大张伟演唱会
1300元门票看不到屏幕等话题引发舆论热
议。有消费者反映，其在购票时，平台上并
未标明其位置可能存在遮挡等问题，最终
高价买来的票，现场实际观看效果却因视
线被遮挡而大打折扣。消费者就此问题向
商家投诉时，要么遭遇演唱会主办方和票
务公司互相推诿、不作为，维权陷入僵局；
要么是商家承诺给予下次购票“优先权”等
补偿，但如此不痛不痒的补偿，很难弥补消
费者在这一过程中的实际损失。

六、“叫花鸡里没有鸡”暴露商家
“推责”问题

今年“五一”期间，一起因“叫花鸡里没
有鸡”引发的消费投诉事件受到舆论关
注。有消费者在浙江杭州河坊街购买叫花
鸡，打包带走后却发现“只有土、没有鸡”，
事后商家作出“临时工给拿错了”的解释，
被网民质疑是“推责”。相近时段内，云南
大理一起消费者投诉商家“六两蓝莓当一
斤卖”事件同样引发了网民热议，该事件中
商家辩称“大理都是这样卖”等言论受到网
民批评。两起事件中，当地监管部门均在
事后及时采取相关措施，依法依规对涉事
商贩进行处置。

七、平台经济大数据“杀熟”频现

预订酒店“黄金会员比普通会员贵”；
打车软件“钻石会员”价格高于新会员；三
个账号购买同一趟航班同一舱位，价格最
多相差900多元……今年以来，大数据“杀
熟”遭消费者质疑的事件仍屡屡引发热
议。这其中，一些平台通常以“时间不同、
地点差异导致价格浮动”“新用户有优惠”
等理由，为其行为开脱，但消费者并不认
可。消费者认为，平台只是想凭借其信息

优势地位在大数据“杀熟”问题上“蒙混过
关”。

八、消费者购车遇4S店“价外加
价”

3 月上旬，海口一家雷克萨斯 4S 店因
涉嫌价外加价行为被推上风口浪尖。面对
消费者维权诉求，在接受有关部门工作人
员约谈时，该店客服经理不以为然、态度强
硬，不仅拿不出公司关于增值服务费收取
的相关条款，还直言“那您就立案呗，我们
鉴定一下”。相关视频在社交平台传播后
引发网民反感，批评经销商漠视消费者权
益、罔顾法律底线。随后，涉事公司发声致
歉，当地市场监管部门对店铺作出处罚。

九、租赁市场“提灯定损”类乱象
困扰消费者

3 月下旬，有网民发视频称，其退租江
西玉山一处房屋时，遇到房东提着探照灯
逐寸检查房间，并被索赔超万元，“提灯定
损”一时间引发热议。网民认为，房东在租
客退房时验收是其正当权益，但以超出房
屋正常损耗的、严苛的理由向租客索要巨
额赔偿金并不合理。

“提灯定损”事件戳中了不少租房者的
痛点，除玉山外，相似案例也被金华、南京
等地网民曝光，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现下
房屋租赁市场定纷止争缺乏有效权威的依
据和手段。不仅是房屋租赁，克扣押金、强
制要求赔偿等情况也出现在其他租赁关系
中，如在4月，一起消费者质疑“鑫盛租车”
租车行因微小划痕而扣除押金并要求赔偿
的“提灯验车”事件，也同样引发舆论对如
何保障承租人权益的讨论。舆论认为，“提
灯定损”“提灯验车”等事件的走热，是租赁
市场消费者权益受损问题的集中体现。这
给行业各方带来警示，在促进租赁市场健
康发展的过程中，还需进一步落实相关保
障措施，切实维护承租人合法权益。

十、“被直播”为商家引流遭消费
者投诉

直播经济日益流行，健身、吃喝、理发、
妆造等越来越多的消费场景被商家搬进了
直播间，但个别商家并未告知消费者其正
在直播的实情，导致事后产生了“被直播”
争议。在“客人泡温泉被直播”“顾客做美
甲被直播1小时”等事件话题讨论中，消费
者认为商家有“偷拍”之嫌，其行为侵犯了
消费者的隐私权、肖像权。

□据中消协网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