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然而，买到并不一定赚到。
回到成都，孙女士将手镯拿到成都金银玉

器专柜做估价鉴定，得到的结果让孙女士十分
心寒，这枚标价7800元的翡翠手镯，正常市场
价不过三四百元。

尽管知道专柜的鉴定也未必精准，但孙女
士依然很气愤：“这差距太大了，我知道旅游景
点肯定是要贵一些的，但没想到差这么多。这
一个手镯顶得上我两个月工资呢！”

“一般来说，玉器店标价比业内价格高个
三四倍很正常，商家往往通过虚标价格牟取暴
利。”业内人士表示，越是旅游购物店，价格注
水越严重。“导游还要拿提成不是，不然谁给你
带客源？”该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几年前曾经有
导游带了一个团，这个团光买玉就花了上千
万，导游拿提成就有几百万。

“去玉器店哪有不砍价的？”业内人士表
示，如果不懂行，不建议乱出手买玉，即便是业
内人士，也只能说某块玉的大概价格。“几百的
和几千的玉我们还能区分，但到底值三千还是

五千真不好区分。”
在北京从事首饰制作的于雷也告诉记者，

玉石、翡翠与国际公认的宝石不同，钻石等宝
石都有国际定价标准，而玉石因为“每块玉都
不同”，缺少公认的估价标准。“我们自己也是
约几位同行一起进货。同一件玉器大家分头
给个估价，然后取平均价进货。”

即便是业内交易，也存在模糊地段。“举例
来说，某块玉大概值几万块，可是到底值两万、
五万还是八万，靠的往往是买卖双方讨价还
价，而不是像黄金、钻石一样价格基本准确。”
于雷说。

实际上，在低价游模式下，导游的主要收
入来源便是购物提成，而翡翠等由于轻便价
高，成为支撑低价游的重要支柱。“提成百分之
三四十很正常，高的能到70%。”业内人士告诉
记者，不仅是低价团存在高价购物现象，即便
是精品团也难免被带到购物店。随着越来越
多人明白了价格虚高而不再购物，导游和游客
矛盾时常见诸报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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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知自己亏大了，孙女士决定维权。
孙女士首先致电旅行社，旅行社答应帮孙女士

协调。谁知商家却称“美玉无价，相见是缘”，拒绝退
货。“商家说因为不是质量问题，玉器不退不换；要是
质量问题，那得提供专业部门质量鉴定书。”由于专
业机构鉴定价格不菲，且需要等待几个工作日才能
拿到鉴定证书，孙女士觉得麻烦，只能作罢。

“这个手镯就是钻了真翡翠价格虚高、不透明的
空子！”孙女士气愤地说，“专业机构鉴定出来确实是
A货翡翠，虽然与商家标明的一致，但翡翠这东西就
算是A货价格也贵贱不一，鉴定机构只鉴真假，又不
能鉴定出翡翠的确切价格，外地游客想要维权着实
不易。”

经过几次交涉，商家最终仅同意孙女士可以进
行商品换购，但换购价格必须在5000元以上，若换
购的商品价格高于原来的物品，还需要补差价。“我
已经知道他店里的翡翠价格不实，我再换也没意义
啊！”孙女士说。

难维权的并不仅仅是外地游客。由于翡翠售出
后是否仍是原物不易辨别，加之价格受多方面因素
影响，且业内普遍认可“喜欢价”（即对于某块翡翠，
甲可能认为值两万，但乙特别喜欢翡翠的某个特点，
愿意出价十万），因此翡翠行业存在“不退只换”的行
业规则。

在与商家沟通无果后，孙女士向有关部门电话
投诉。“对方询问了详细经过和相关信息后说已经备
案，会督促下级部门七个工作日内处理投诉结果，并
给我回电话。”不过孙女士最终等来的却是杳无音
信。

“我在成都，商家在云南，我总不能为了一个几
千的镯子又跑到云南去投诉吧，还不够我来回飞机
票和食宿费的，异地维权成本太高了，我家里人和身
边的同事都说算了，就当买个教训吧！”孙女士说，
“我后来想，可能就是因为旅游，顾客一走就相隔千
里，所以那些商家才肆意妄为。”

（据人民日报）

越是旅游购物店
价格注水越严重

透视玉石乱象：

买 个 玉 手
镯 ，真 是 不 省
心。旅游购物点
的标价和真实的
市场价可能相差
十几倍甚至更
多，这玉的价格，
到底水分有多
大？

为何消费者
愿意出高价购
买？很多人的信
心都来自于各种
权威鉴定中心给
出的 A级证书，
可是，记者探访
发现，A级证书
竟然仅仅只能说
明这个玉手镯真
的是块天然石
头，不是人工造
的，并不能对玉
器的价格起任何
背书作用。

业内人
士说：玉看
有缘人，资
源有限买到
就是赚到。
可不少消费
者却发现，
买了就被坑
了。如何避
免被坑？专
家提示：不
懂行您可千
万 别 乱 出
手！

记者近
日在云南调
查发现，云
南翡翠交易
中 假 货 不
多，但水分
不少。水分
何在？孙女
士的亲身经
历展现得淋
漓尽致。

今年4月初，来自四川的孙女士和丈夫一起到云
南旅游。考虑到自由行交通不便，便报名参加了某
旅行社的“石林一日游”项目。“专车接送、景区门票
加两顿饭，每人团费才收70元，是石林景区175元网
络购票费用的零头。”孙女士觉得便宜，便打电话参
了团。

第二天早上8点左右，旅行社准时到宾馆接上了
孙女士夫妇。上午游览石林景区，导游服务周到，让
孙女士觉得“这团报得挺值”。不过上午只是开始。
下午一上大巴，导游便挑准时机说起了云南玉石。
在车上，导游现身说法，称自己手上的冰玉镯子买时
2000多元，如今已经升值到了两三万。“买房不如买
玉，房子随时可以买，但好玉快要开采完了，以后再
难买到，现在买了肯定升值。”经过导游一番旁敲侧
击，孙女士和车上的游客有些心动。

随后，导游将孙女士一行带到了一家旅游商品
购物店，称该店为云南省内大品牌，大家可放心购
买。

“商店规模很大，觉得真是到了玉的家乡。”看着
琳琅满目的玉石，孙女士很快选中了一个翡翠手
镯。起初她还有一些顾虑，担心手镯是假的，不过销
售人员特意拿出一张鉴定证书让孙女士确认。“上面
写着中国翡翠质检研究中心、天然翡翠饰品合格证
书，还标注了云南省珠宝玉石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
的地址和电话之类，感觉挺规范。”

最终，孙女士按照标价7800元购得手镯，销售人
员出具了一式两联的票据，一份由孙女士留存，一份
让交给导游。“同行的游客基本都买了，少则几千，多
则两三万。”孙女士说。

孙女士买到的玉的确是真的。在后续采访中，
记者走访云南多个玉石交易市场发现，正规商店中
没有假玉出售。

“这年头，谁还卖假玉啊？”业内人士告诉记者，
玉石鉴定真假并不难，由于按倍罚款，价格越高罚得
越多，大多数玉器店不会铤而走险。

报了低价团，买了高价玉

越是旅游购物店，
价格注水越严重

“维权成本太高，
就当买个教训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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