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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消费
新闻新闻“大数据杀熟”最高或被罚50万

消费者该如何维权？

《暂行规定》共五章四十二条，分为

总则、运营、监督检查、法律责任、附则

等部分。征求意见稿依法明确了需要

取得许可的平台运营者范围；强化平台

的资质审核、提示、预警、监督、处理、报

告、保险等相关要求,进一步夯实了平台

主体责任；明确了平台连带责任。

《暂行规定》提出，在线旅游经营者

为旅游者提供在线预定酒店、机票、火

车票、船票、车票、场所门票等产品或服

务时，应当建立透明、公开、可查询的预

定渠道，不得误导旅游者，不得以任何

方式进行虚假预定。不得为以不合理

低价组织的旅游活动提供交易机会。

不得利用大数据等技术手段，针对不同

消费特征的旅游者，对同一产品或服务

在相同条件下设置差异化的价格，尤其

是针对近年来愈演愈烈的“大数据杀

熟”现象，征求意见稿予以最高50万元

的处罚。

针对旅游者的评价权利，《暂行规

定》提出，平台经营者应当保障旅游者

的正当评价权，不得非法删除、屏蔽旅

游者对平台服务及其平台内经营者的

产品和服务的评价，不得误导、引诱、替

代或强制旅游者作出评价。

据《暂行规定》，文化和旅游行政部

门依法建立在线旅游行业信用档案，将

在线旅游经营者市场主体登记信息、行

政许可、抽查检查、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或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行政处罚等

信息依法列入信用记录，向其他部门共

享信用信息，对严重违法失信者实施联

合惩戒措施。

此外，《暂行规定》延续最高人民

法院关于旅游合同纠纷的司法解释立

法思维，将几种情形下的游客自损列

入自行承担责任范围。同时，也强调

了不可抗力、第三人损害发生时，在线

旅游经营者的救助义务，未及时救助

造成损害的，应对损害扩大部分承担

连带责任。

月嫂培训7天速成拿证

由于目前月嫂从业者的技能认证缺

乏统一的标准，颁证机构遍地开花、缺乏

监管，消费者选月嫂大多是靠感觉、碰运

气。记者在网络上搜索“月嫂培训”，搜索

结果有上万个，不少培训机构声称，只要

经过7-15天的培训，证书保拿，并且推荐

工作。有培训机构表示，1080 元报月嫂

培训班，培训结束后会颁发一个全国通用

的证书。但当记者追问颁发机构是哪里

时，工作人员却含糊其辞。

快评：行业乱象依旧。

老太背LV装大葱
牵出女儿售假案

近日，重庆渝北一老太在菜市场用

LV挎包毫不吝惜地装菜装肉引起民警注

意。此前有人报警花7000元买了假的二

手香奈儿包包，警方顺着地址摸排，正巧

发现 LV 老太形迹可疑。随后@平安渝

北 找到了制售假嫌疑人正是老太的女

儿，并查获400多个奢侈品假包和大量假

造防伪标签。据警方了解，其女儿本来还

想考奢侈品鉴定师。

快评：“坑”妈。

“走路就能赚钱”？
趣步APP涉嫌传销被查

每天走几千步，就可以获得数量不

等的“趣步糖果”，这种“糖果”在平台上

就是一种虚拟货币，既可以用来换购商

品还可以直接提取现金……去年以来，

这款名为“趣步”的手机应用软件凭借走

路就可以轻松赚钱的噱头吸引了大量用

户下载使用。然而近日，该手机软件已

经被多个应用平台下架。而这款手机应

用的开发商“湖南趣步网络科技有限公

司”也因为涉嫌传销、非法集资、金融诈

骗等违法行为被长沙市相关部门正式立

案调查。

快评：噱头不值得信。

女子出国丢信用卡
被盗刷400笔

近日，广州余女士投诉称，出国旅游

信用卡丢失，查账后发现被盗刷近400笔

共4万元，便立即挂失。其丈夫称，联系

银行被告知出境自动开通小额免密支付，

并且没有收到短信提醒。中国农业银行

客服则回应称，挂失前的风险由客户承

担，银行承担挂失后的风险。

快评：银行这理由好像哪里不对劲？

10月9日，文化和旅游部发布了《在线旅游经营服务管理暂行规定（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暂行

规定》），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暂行规定》对虚假预定、不合理低价游、价格歧视（大数据杀熟）、信用监

管等问题都做出了具体规定，其中，在线旅游平台“大数据杀熟”最高可罚50万。

业内人士认为，《暂行规定》的发布进一步完善和细化了现有的法律法规，对大数据的法律属性和使

用范围予以规定，与此同时，加强了OTA平台的监管，有利于推动在线旅游行业的规范化发展。对于如

何维权，业内人士建议，消费者要分辨自己是否“被杀熟”可以选择“货比三家”，同时注意保存证据。

然而，在线旅游市场产业链较为复

杂，在出现消费者投诉等问题时，相关

责任界定较为困难。在线旅游平台的

上游企业一般包括航空公司、铁路总公

司、酒店供应商、景区供应商等；中游线

下渠道主要包括旅行社、批发商、代理

商、分销商等，消费者在旅游过程中遇

到问题，在线旅游平台、供应商、代理商

等经营服务机构谁来承担责任，一直存

在较大争议。

比如，在机票“大数据杀熟”的问题

上，在线旅游平台认为其只是售票的第

三方信息技术平台，只负责展现航空公

司或代理商的价格，没有能力去调价；

某航空公司的航线收益管理员方先生

曾表示，根据用户的需求调整价格，保

证上座率，提升航空公司的收益率，这

是其正常的工作；还有业内人士曾表

示，航空公司在根据市场供需实时调价

的同时，数据缓存导致搜索报价存在一

定的更新延时。

那么，消费者在遇到“价格歧视”问

题时，如何辨别是不是被“杀熟”了呢？

又该如何维权呢？

电子商务研究中心法律权益部助

理分析师蒙慧欣表示，消费者要分辨自

己是否“被杀熟”可以选择“货比三家”，

或者与不同的消费者在相同条件下同

一产品上价格对比是否存在差异，经常

留意在同一平台上提供的商品价格变

化幅度是否过大等。

“如若消费者发现确实存在价格歧

视，应当及时保存证据并与平台沟通，

同时可以向有关部门反映情况维护自

身的合法权益。”蒙慧欣称。

值得注意的是，新规对在线旅游平

台的举报投诉渠道提出了明确要求。

《暂行规定》第二十二条显示，在线旅游

经营者应当在显著位置公示12301全国

旅游服务热线等举报投诉渠道，建立完

善纠纷处理机制和预警公示制度。

（张燕征）

“大数据杀熟”最高可罚50万

界定难，消费者该如何维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