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随着驾驶电动车的市民增多，电动车的售

后服务逐渐成为人们关注的话题。 记者了解

到， 许多电动车卖家在销售时的承诺并不明

确，他们在销售电动车时，都会向顾客承诺两

年内包换新电池，但这个“新电池”并非原装电

池。 13日，记者走访了我市新区几个电动车销

售点。

现象：电动车电池越换越不耐用

记者在调查中，遇到正在某个电动车销售

点更换电池的刘先生。 他告诉记者，自己的电

动车才骑了两年，已经换了两次电池了，原装

电池用了一年多，发现不行就换掉了，换上的

新电池用了不到 5个月，又不行了。销售商说，

换电池不能换原装的，他只得花了 600 多元买

了一组新电池。

市民罗先生也遇到过同样的问题。 去年 3

月，罗先生花了 2100元购买了一辆电动车，今

年 1 月，电动车的电池充满电后，还跑不了 20

公里。 他到售后服务处，要求换新电池，可换

到的却是没有牌子的电池。 罗先生发现，新换

电池的性能与原装的品牌电池有很大差距。

经销商：更换电池分三级

13 日上午， 在 107 国道附近的一家电动

车专营店，记者指着一款特价电动车问老板，

该电动车的电池和电机如何保修。 老板说，电

池两年内包换新的，两年以后再换电池就要付

费了。 记者问更换的新电池是否为原装电池，

老板说，更换的是专门的维护电池。“其实做

我们这一行的都知道，电池分为一级电池、二

级电池和三级电池。 一般情况下，购车之后，

前八个月内电池损坏，我们为顾客更换的是一

级电池，八个月到一年内损坏，换二级电池，一

年以后，换的就是三级电池了，三级电池就是

翻新电池。 ”这位老板说。

业内人士曝电池“前七后八”规则

好多人可能没听说过电动车电池的“前七

后八”规则，据一位业内人士透露，电动车生产

厂家是按照电池的出厂日期给经销商配货的，

前七个月返厂的坏电池， 厂家发回原装电池，

后八个月返厂的，发回维护电池。 而在电动车

经销商那里，一般都是按照消费者购买电动车

的日期来计算。如果车子在经销商那里积压太

久，更换电池时，就对购车者不利。

因此，消费者在购买电动车时，应问清电

池的售后服务是按电池上标注的出厂日期计

算，还是从购车时计算。

□晨报见习记者 李旭阳

新电池≠原装电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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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者如何避免落入影

楼的“消费陷阱”呢？ 有经验

的市民建议：拍婚纱照前，一

定要多看几家影楼， 将套餐

中的服务项目、 价位及需要

另收费的项目了解清楚，根

据自己的经济能力及喜好选

择正规的影楼， 约定付费项

目和非付费项目，慎交订金。

市消协的工作人员告诉

记者，面对这些诱导式消费，

市民不要轻信和购买。 拍摄

婚纱照前， 要仔细询问服务

内容， 一定要与影楼签订正

规合同，把条款细化，并以此

为依据， 在合法权益受到侵

害时，及时维权。

婚纱摄影中的

□晨报见习记者 贾正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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甜蜜陷阱

很多新人都选择在这个春暖花开的季节拍摄婚纱照。 然而，当新人们带

着美好的心愿走进影楼时，一些婚纱影楼便利用新人“但求最好”的心理，设

下各种“美丽的陷阱”。 虽然，新人们事前已经选好了拍摄的套餐和价格，但

在拍摄过程中，个别商家还是会在一些环节上做手脚，导致新人最后的开销

远超出约定的金额。

消费名目繁多 开销远超约定金额

3月 13日， 新区的徐先生向记者讲述了他和

妻子拍婚纱照的经历，“我们拍婚纱照的时候，反

复挑选才选中了这家影楼， 我们选择了一个影楼

声称正在搞活动的套餐，价格为 3880元。 可是，等

我们拿到婚纱照时，实际已经花费了 4600元。 ”

怎么会多出了 700 元呢？ 徐先生给我们算了

一笔账。 化妆时，化妆师向他们极力推荐某种定妆

精华素和假睫毛，并称如不使用，将严重影响拍摄

效果，徐先生没有办法，只得花了 260 元，购买了

一套。 在选片时，徐先生发现，有近百张照片供自

己选择，而他选购的套系只有 24张照片。 这时，影

楼的工作人员以“一辈子只有这一次”、“你看照片

多好看啊，要让新娘子高兴，不能太小气”等说辞

怂恿徐先生购买更多的照片，徐先生不想“留有遗

憾”，又花了 400 多元买了 20 多张照片。“在拍摄

过程中，他们还要求我购买服装、鲜花等道具，都

被我和妻子回绝了，他们还很生气。 ”徐先生说，虽

然他们已经多花了 700 元，但影

楼的工作人员还嫌他们花得少。

去年 10 月， 家住老区的王

女士在朋友的推荐下，和男友去某影楼拍婚纱照。

王女士的朋友跟影楼的老板打了招呼， 让对

方照顾一下，影楼的老板的确照顾了他们不少，告

知他们：自备定妆液、美甲、胸贴等物品，但在最后

洗照片的环节， 王女士还是被额外

“照顾”了一把。

“影楼的工作人员说我脸上有

痘痘， 必须再加钱对照片进行修复

处理，不然会影响婚纱照的效果，留

下终身遗憾。”王女士说，“我问他们

修复套餐中的照片怎么还要钱， 他们就说，‘你要

不想加钱就不修复了， 婚纱照就直接这样洗出

来’。 ”王女士和男友没有办法，只得又掏了 300元

修复照片。

婚纱影楼“请君入瓮”

近日， 记者以顾客的身份对我市婚纱摄影行

业进行了调查。 在调查中记者发现，如果对婚纱摄

影行业不了解的话， 消费者很容易就陷入某些影

楼诱导消费的陷阱之中。

优惠活动诱惑你。 记者在新区几家婚纱影楼

暗访时， 都会遇见热情的服务人员拿着精美的相

册和套餐价位表上前介绍， 各家的套餐价位表上

都显示“原价 XXXX元，活动价 XXXX元。 ”还有

其他一些“加 X元送礼品”等活动。 服务人员告诉

记者，这些活动非常实惠，但是限时的，过了 3 月

就没了，催促记者抓紧时间来拍照。 当记者称自己

到 4 月才能拍照时，服务员又说，可在“优惠活动

期间”先交订金，以便随后享受同等优惠。 然而记

者发现，所谓优惠活动的套餐价位表又黄又旧，显

然是用了很长时间的。

“自由消费”不自由。 在影楼提供的套餐服务

项目中，记者发现了“精华素、美甲、假睫毛、隐形

胸衣属自由消费”的提示，但店员并没有向记者主

动提及其价位和隐藏的“自由消费”项目。 在记者

主动询问后，店员才说出部分还要加钱的“自由消

费”项目。 影楼内的服装区分“VIP 区”和普通区，

店员不时提示记者“VIP 区”的服装要比普通区的

好很多，鼓动记者挑选“VIP 区”的服装。 记者发

现，“VIP 区” 的服装果然比普通区的服装漂亮许

多。 而在记者询问后才得知，只有部分套餐才能在

“VIP 区”挑选部分服装，如果你看中某件套餐外

“VIP”服装，就得另加几百元的服装费，但这些在

套餐项目表上， 并未标注出来。 一些道具如相框

等，也存在同样的情况，婚纱影楼拿出套餐以外的

好产品诱惑顾客加钱“自由消费”，而在婚纱影楼

内，自由消费产品的价格远高于市场价。

要底片另加钱。 在调查中记者发现，除了入册

的照片和底片可以提供给消费者以外， 其余的照

片和底片都由婚纱摄影公司自行处理， 消费者如

果想要其余底片，必须另加钱。 而这些底片价格不

菲，一张底片单价都在 20元以上。 而根据 2009年

12 月 1 日实施的《婚姻庆典服务》国家标准规定：

婚庆服务公司要公开服务项目和收费标准， 交付

音像制品时，要将录制过程中的所有原始资料，包

括底片、录像带、数码资料等一并交付给顾客。

拍婚纱照前

先签订合同

赠品促销存陷阱

□晨报见习记者 贾正威

时下为吸引大众眼球，招揽顾客，

各大商家的优惠促销活动此起彼伏，

其中“买一赠一”，“消费 XX 元有好

礼” 等赠送式促销让消费者感觉很划

算， 它们因此成为商家促销的“杀手

锏”。 随着此类促销活动的增多，关于

赠品的纠纷也不断增多， 由于消费者

参加此类活动时一般都把注意力放在

主打产品上， 对赠送商品质量关注度

不够， 很容易因为赠品产生的质量问

题而苦恼。

“赠品销售”存陷阱

近日， 记者对我市商品销售市场进行

了调查，发现无论是在大型商场、超市，还

是路边门店，“买 X 赠 X” 的促销方式无处

不在。“买电视机送料理器”，“买衣服送水

杯”，网吧“充值 100 元送 20 元”，台球厅

“充值 600 元送球杆”等，各类“赠品促销”

看起来非常实惠， 让前来购物的消费者很

是心动。

然而记者在调查中发现， 个别商家在

进行“赠品促销”时，有以次充好的现象。 新

区的吕先生买了一台笔记本电脑， 回家后

却发现附赠的鼠标存在质量问题。“买电脑

时觉得附赠鼠标、键盘很实惠，而且这个鼠

标包装精致，没想到它竟然是次品！ ”吕先

生说。 在超市中，捆绑出售的赠送食品都是

临近保质期的商品， 但销售人员极少主动

告知。 在某些餐厅就餐时，其赠送的啤酒，

很多都是服务员开过瓶盖以后才拿过来，

消费者很难看到酒瓶盖上标注的生产日

期。 还有很多赠品没有标注生产厂家和生

产日期，不得不让人对其质量产生怀疑。

而在热衷“买 X 赠 X” 的家电销售领

域，一些卖场在举办促销活动时，经常拒绝

向消费者提供赠品的有关票据， 有的赠品

则与所销售的主产品不是同一个品牌。 刚

刚搬了新家的孟女士告诉记者， 前一段时

间，她购买电视机、空调、热水器时，商家赠

送了加热器、料理机和电饭锅，但对方均没

有提供有关发票，“当时， 我向他们索要发

票，他们让我过几天再来拿，但到现在也没

给我。 ”孟女士说。

赠品质量同样受法律保护

没有正规发票，缺少产品信息标注，甚

至还有很多消费者并不知道赠品也应该有

质量保证和票据凭证， 一旦这些赠品产生

质量问题，消费者很难获得赔偿。

其实，根据《合同法》第一百九十一条

规定：赠与的财产有瑕疵的，赠与人不承担

责任。 附义务的赠与， 赠与的财产有瑕疵

的， 赠与人在附义务的限度内承担与出卖

人相同的责任。 赠与人故意不告知瑕疵或

者保证无瑕疵，造成受赠人损失的，应当承

担损害赔偿责任。

记者就此咨询了我市工商部门， 工作

人员郭先生告诉记者， 赠与产品必须符合

《产品质量法》的相关规定，也应该有质量

保证，产品产地、生产日期等相关信息都应

该有明确标注。“除非商家主动告知消费者

赠与产品为处理品或存在瑕疵的产品，并

被消费者接受， 否则不得向消费者赠送存

在质量问题的商品。 ”郭先生说，“消费者应

索要购物发票， 并核对商品具体信息作为

凭证，一旦产品质量出现问题，商家不予解

决，消费者可通过当地工商行政机关、消费

者协会等监管部门进行投诉。 ”

创诚律师事务所的李律师告诉记者，

“赠送促销” 的产品是以盈利为目的的赠

与，也享受“三包”服务，商家在进行此类促

销时，要保证产品质量和安全，要说明服务

的范畴。 赠与产品因其质量问题给消费者

的利益带来损害的， 消费者有权要求商家

退换、维修或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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