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杨凌示范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向社
会公布了 2023 年十大消费维权典型案例，
具体内容如下：

案例一

案情简介：2023年04月16日，示范区
市场监督管理局接到实名举报，称杨凌有生
产仿造某品牌奶制品的违法行为，请求监管
部门核实查处。

处理结果：接举报线索后，执法人员立
即进行核查，并联系该品牌奶制品公司对产
品进行鉴定，该公司打假办鉴定结果为仿冒
混淆本公司的商品。经查，当事人违反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六条
第（一）项和第（四）项的相关规定。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十八
条规定，示范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对当事人处
以罚款10000元；没收违法所得720元；没
收涉案饮品2160盒。

案例评析：商标是企业的重要知识产
权，是企业形象和品牌的代表。而注册商标
专用权则是商标权的一种表现形式，是商标
权人享有的一种独占权利。经营者在未经商
标持有人授权的情况下，销售使用与他人注
册商标相同或近似标志的产品，构成了商标
侵权。

消费提示：消费者在购买到涉嫌仿冒商
品时，第一时间向市场监管部门或者生产企
业求证，不能贪图价格优惠或者活动促销，
将仿冒商品当知名商品消费。若发现违法违
规生产销售线索可及时向市场监管部门举
报，防止假冒伪劣产品流入市场，切实维护
好商标持有人和消费者个人的合法权益。

案例二

案情简介：2022年11月15日，示范区
市场监督管理局接到有关线索，称杨凌某化
工公司生产销售的硫酸钾极性分子复合肥经
检验，判定为不合格。

处理结果：接到移送线索后，执法人员
立即进行核查。经查，当事人的行为违反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十三条的
规定，示范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依法对当事人
作出罚款28480元，没收违法所得1248元的
行政处罚。

案例评析：化肥是农业生产物质基础之
一，不合格化肥达不到农作物对养分的需
求，严重影响农作物生长。一些不法分子为
谋求经济利益，违反相关法律规定，生产销
售不合格化肥，侵害消费者切身利益，对农
业生产造成损失，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
必须予以严厉打击。

消费提示：消费者在购买化肥时，一
定要从证照齐全的正规经营途径购买，同
时要查看或者索要购买批次化肥的检验报
告等相关信息，确保购买到合格产品，防
止造成经济损失。

案例三

案情简介：2022年12月23日，示范区
市场监督管理局接群众举报，杨凌某商店销
售医用防护口罩和新冠病毒抗原检测试剂的
线索，请求监管部门核实查处。

处理结果：接到移送线索后，执法人员
立即进行核查，现场检查发现该店经营者无
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和第二类医疗器械经营
备案凭证。经调查，当事人的行为，违反

《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第四十一条的规
定，示范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依法责令当事人
改正违法行为，并处罚款10000元，没收违
法所得66元，没收相关涉案医疗器械。

案例评析：医疗器械质量安全关乎广大
人民群众健康和生命安全，国家对医疗器械
按照风险程度实行分类管理，对生产、经营
和使用都有十分严格的规定。当事人了解到

了其中的经济利益，未经备案从事第二类医
疗器械经营和未经许可从事第三类医疗器械
经营的行为，对广大消费者使用安全、有效
医疗器械造成了隐患。

消费提示：消费者购买医用防护口罩
和新冠病毒抗原检测试剂或者其它医疗器
械类产品时，一定要从具备合法经营资质
的经营企业购进，对发现存在违法经营或
者超范围经营的违法行为及时向市场监管
部门举报。

案例四

案情简介：2023 年 8 月 25 日，示范区
市场监督管理局接到消费者投诉，称其 12
周岁小孩私自拿200元到杨凌某手机专卖维
修店购买二手手机。次日找到商家要求退款
遭到拒绝，故向市场监管部门求助。

处理结果：该投诉受理后，执法人员随
即进行调查。经查，该手机店证照齐全，所
售手机不存在质量问题，孩子购买时没有家
长陪同，事先家长也毫不知情。经调解，双
方达成一致，商家扣除手机损耗费用20元
后，退款180元，王女士现场退还手机。

案例评析：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
典》第十九条，八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为限
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由其
法定代理人代理或者经其法定代理人同意、
追认。本案例中，12 岁的购买者显然属于
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手机店将手机出售给
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事后孩子的家长有权
要求经营者退款。

消费提示：随着经济水平的提升，未成
年人的可支配零花钱、压岁钱日益增多，家
长应当履行监护义务，关注了解孩子的消费
动向，引导合理消费。经营者在未经监护人
同意的情况下避免向未成年人提供与其年
龄、智力不相符商品和服务，避免引起消费
纠纷。

案例五

案情简介：2024年2月6日，示范区市
场监督管理局接到消费者投诉，称在杨凌
某火锅店，办理1000 元会员卡，目前到店
消费时发现该店已转让，无法联系到相关
负责人办理会员卡退费，故向市场监管部门
求助。

处理结果：该投诉受理后，示范区市场
监督管理局执法人员通过市场主体平台查询
到涉诉主体相关负责人联系方式，随即通过
电话联系双方当事人进行调解，并向经营者
明确告知经营者以预收款方式提供商品或者
服务的权益礼物。经调解，经营者向投诉人
退还会员卡余额700余元。

案例评析：《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
益保护法》第十六条规定：“经营者向消费
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应当依照本法和其他
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义务。经营者和
消费者有约定的，应当按照约定履行义务，
但双方的约定不得违背法律、法规的规定。
经营者向消费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应当恪
守社会公德，诚信经营，保障消费者的合法
权益；不得设定不公平、不合理的交易条
件，不得强制交易。”

消费提示：消费者在办理会员卡时一
定要留存好票据和会员卡协议等，同时要
定期检查和查询会员卡，如遇到案例中因
店面转让无法联系退费的，可及时向相关
部门求助。

案例六

案情简介：2022年4月，示范区市场监
督管理局接到消费者投诉，称在杨凌某游泳
健身会所办理了1000 元游泳卡，签订了会
员协议，约定一年内使用33次。使用了2次
后因怀孕等身体原因不能游泳，至2023年4

月联系会所要求退费，会所因卡已过期不予
退费，于是向市场监管部门投诉。

处理结果：该投诉受理后，示范区市场
监督管理局执法人员调查核实，发现双方签
订的是格式合同，有使用时限和次数约定，
双方应遵守合同，但有些合同条款显失公
平，消费者因特殊原因不能正常履行合同应
予以理解。经调解，双方达成协议，游泳会
所同意许某延长使用期限一年到 2024 年 5
月，用完剩余的31次。示范区市场监管局
对该会所格式合同的违法问题进行了查处。

案例评析：游泳会所违犯了《消费者权
益保护法》《民法典》中关于格式合同的规
定，其中“所有会员卡一经出售，将不办理
退换”“特殊情况可允许转让一次，需缴纳
300 元转让费”“年卡在有效期内只享受一
次暂停服务，最长时间不超过60天，其他
短期卡不享受暂停服务”等条款属不公平条
款，限制了消费者的权利，加重了消费者的
责任，不予支持，消费者办卡后因诸多特殊
原因需要暂停应属合理；消费者许某怀孕后
未能及时告知经营方，导致会员卡未能暂停
而过期，也有过错。

消费提示：消费者在购买商品或服务签
订合同时，应对合同条款认真阅读，对不合
理条款要及时提出修改意见，切莫轻易一签
了之。合同签订后须认真遵守，履行中出现
特殊情况应当及时沟通，防止出现违约情
形，自己合法权益受到损害。

案例七

案情简介：示范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接
到群众举报，称杨凌某食品有限公司生产
的一款擀面皮未按其执行标准要求标示产品
分类名称。

处理结果：经查，该公司生产的擀面皮
未按其执行标准 （DBS61/0011 《食品安全
地方标准凉皮、凉面》）的要求标示产品分
类名称，执法人员责令其对问题食品进行召
回，并报告相关情况，对涉案的“岐山擀面
皮”及外包装袋依法进行查封。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和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的规定，综
合违法行为其他情节，责令当事人改正违法
行为，并给予罚款人民币9500 元，没收违
法所得人民币1872 元，没收标签不符合规
定“岐山擀面皮”1260袋。

案例评析：预包装食品标签是消费者了
解产品及作出购买决定的重要依据。《消费
者权益保护法》明确，消费者享有知悉其购
买、使用的商品或者接受的服务的真实情况
的权利。《食品安全法》规定，预包装食品
的包装上应当有标签，标签当标明包括名
称、规格、净含量、生产日期，成分或者配
料表，以及保质期、产品标准代号等信息。
通过标签知悉食品相关信息是消费者的权
利，在预包装食品标签上详细标明食品相关
信息也是经营者的法定义务。

消费提示：消费者在选购预包装食品时
应注意食品外包装上标签或者商品说明书，
查看食品的品名、产地、厂名、生产日期、
生产许可证号等标签是否清楚、齐全，外包
装是否整洁，有无破损，是否在保质期限
内。在选购散装食品时应注意盛放食品容器
的显著位置或隔离罩上是否有食品的名称、
厂名厂址、生产日期、保质期等标签标注。

案例八

案情简介：2023年2月，示范区市场监
督管理局接到群众举报，称其在杨凌某日用
百货经销部拼多多平台店铺购买的“皮宝粉
刺霜”已取消备案，产品仍上市销售，希望
相关部门调查。

处理结果：经查，该产品已于2022年3
月30日取消备案，当事人无法提供供货方
资质、生产企业资质、购进票据及对应批次

检验报告，执法人员现场将产品予以扣押。
依据《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和《中华人民
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的有关规定，给予当事
人罚款2000元、没收违法涉案产品。

案例评析：普通化妆品必须经过备案才
能销售，作为经营企业要严格按要求履行索
证索票和进货查验义务，检查产品的来源渠
道是否正规，检查产品是否有合格的检验报
告，确保产品质量安全，网络平台不是法外
之地，网络平台经营化妆品更是要遵守相关
的法律法规。

消费提示：消费者在购买化妆品时，建
议选择规范企业购买化妆品，比如超市、药
店、商场等有合法营业执照的门店或正规电
商平台，同时可以通过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网站查询化妆品的注册备案情况。切记“消
字号”“械字号”、口服、注射及用于疤痕、
烫伤、烧伤、破损等损伤部位的产品等不属
于化妆品。不要迷信所谓纯天然或植物化妆
品；不要盲信宣称立即见效，或者承诺见效
期限、无效退款的产品；不要轻信使用医疗
术语、宣传治疗功效的化妆品。

案例九

案情简介：2023年9月，示范区市场监
督管理局接到消费者投诉，称其在杨凌某公
司淘宝平台购买的石榴缺斤少两，请求予以
查处。

处理结果：该投诉受理后，示范区市场
监督管理局执法人员经调查核实，对该公司
销售的商品实际重量值与结算重量值之差超
过规定偏差的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行政处罚法》《商品量计量违法行为处罚规
定》的规定，责令其改正违法行为，并作出
罚款500元的行政处罚。

案例评析：《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
益保护法》第十条规定：“消费者享有公平
交易的权利。消费者在购买商品或者接受服
务时，有权获得质量保障、价格合理、计量
正确等公平交易条件，有权拒绝经营者的强
制交易行为。”本案例中，经营者销售的商
品实际重量值与结算重量值之差超过规定偏
差，其行为侵犯了消费者的公平交易权。

消费提示：消费者购买的商品如果出现
缺斤短两，应尽量保存好相关证据，及时向
市场监管部门或消协组织投诉，依法维护自
身合法权益。

案例十

案情简介：2023 年11月，示范区市场
监督管理局接到匿名举报称，其在某药店购
买处方药时，执业药师不在岗，药店随意销
售处方药。

处理结果：接举报后，执法人员随即去
该药店核查，经查，该药店执业药师同时也
是驻店药师当天因有事不在岗，药店未挂牌
告知且随意销售处方药。其行为违反了《药
品流通监督管理办法》 第十八条第二款规
定，依据该法第三十八条之规定，对该药店
予以警告，并责令限期整改。药店立即整
改，后期执法人员对该药店进行检查，发现
执业药师不在岗时该药店在醒目位置放置了
告知提示牌。

案例评析：2024 年 1 月 1 日起实施的
《药品经营和使用质量监督管理办法》第四
十二条第五款规定，药品零售企业营业时间
内，依法经过资格认定的药师或者其他药学
技术人员不在岗时，应当挂牌告知。该案例
中，执业药师不在岗，药店应挂牌告知，且
不得随意销售处方药。

消费提示：处方药是指需医师开具处方
才能购买和使用的药物，用于治疗或控制某
些疾病，具有较高的毒副作用或潜在的滥用
风险。消费者购买处方药品时须选择正规的
医疗机构或具有合法资质的药店，凭医师处
方并经该药店执业药师审核后方可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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