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消费公益诉讼的脚步能变轻松吗？
两年胜例仅一个！消费者屡屡遭遇 “集体

被坑” 陷阱
记者调查发现 ， 质量不过

关、 霸王条款、 预付卡 “陷阱”、
灰色操作是导致消费者 “集体被
坑” 的四大主因。

产品质量不过关导致使用风
险或者性能问题的事件， 往往以
商家启动召回程序为终 。 比如，
２０１４年， 陷入 “黑点门” 事件的
尼康 ， 一度坚持只能修理的政
策， 在上海市消保委多次沟通后
才给出召回方案 ， 企业的 “犹
疑” 也招致了１０００多名消费者维
权。

而在霸王条款导致多名消费
者 “被坑” 的事件中， 消费者往
往难以进行个体维权。 例如， 在
关于手机漫游费、 流量过期清零
等争论中， 近几年多地消费者的
诉讼要么不被受理， 要么败诉，
在国家层面去年初 “喊话” 要求
电信业提速降费后， 巨头们的做
法才有所改变。

在预付卡 “陷阱” 中， 消费
者几乎只能 “坐等挨宰”。 记者
梳理了全国多地近三年来的数十
起预付卡违约事件发现， 国内预
付卡资金规模达到万亿数量级，
但由于备案企业仅有少数， “跑
路” 后消费者能获得赔偿的凤毛
麟角。

而在 “灰色操作 ” 的情形
中， 昆明市一批在４Ｓ店买了车却
无法落户的消费者， 经过一年多
的艰难维权， 近日总算等来了法

院要求向消费者交付合格证的判
决。 ４Ｓ店把合格证拿去金融公司
融资贷款是当前汽车行业的 “潜
规则” 之一， 由于消费者买车拿
不到合格证的事件在全国多地同
时爆发， 中消协在今年 “３·１５”
前点名批评并约谈多家车企。

“抱团”， 能否取暖？
２０１３年， 最高法院就给出了

“消费者维权从单打独斗走向了
集体维权的时代 ” 的分析 。 然
而， 这一降低了消费者维权时间
和经济成本的 “抱团维权 ” 模
式， 走得并不容易。

为车辆合格证奔走一年多的
田先生说， 自己在维权过程中遇
到了多名有同样遭遇的车主， 组
建了维权微信群后发现由于涉及
多个企业的纠纷 、 事件较为复
杂， 行政监管部门处理有难度，
最终走上了打官司之路。 “集体
维权的社会影响力更大， 分工合
作后收集证据的时间成本较小，

打官司平摊后经济成本较小 。”
田先生说， 但即使如此， 群里的
５０多名消费者， 也只有不到２０人
选择了用法律手段维权。

为田先生等消费者代理案件
的云南凌云律师事务所律师张晓
山说， 集体维权诉讼虽然更容易
引起重视， 但并不代表维权之路
就走得很容易 。 为了找回合格
证 ， 消费者一方把４Ｓ店列为被
告， 把金融公司和汽车生产商列
为第三人， 结果庭审中三家公司
打起了 “太极”， 都说合格证不
在自己这儿。 “虽然官司已经赢
了。 但我们也做好了准备， 如果
实在找不到合格证在哪里， 就申
请生产商重新出具。” 张晓山说，
虽然时间成本较高， 但也是无奈
之下的选择。

公益诉讼， 脚步何时不
再沉重

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
关于检查消保法实施情况的报告

显示， 新消保法实施两年来， 消
费公益诉讼仅成功一例。

２０１５年７月 ， 上海消保委对
三星和欧珀的手机预装软件提起
的获得法院受理的公益诉讼第一
案， 在短短的数月中引发了一场
“蝴蝶效应”： 作为被告的三星、
欧珀向公众承诺并积极落实整
改， 并非被告的苹果、 华为等厂
商也声明将开始或已开始改变其
预装软件政策， 而主管部门工信
部也就新规征求意见， 拟实现预
装应用软件可卸载等， 基本涵盖
消保委诉讼时提出的所有诉讼请
求。

但公益诉讼对于消费者集体
权益的维护， “威力” 明显 “乏
力”。

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
报告中直言 “消费公益诉讼推进
缓慢”， 分析指出原因有三 ： 一
是消费公益诉讼是新生事物， 消
协组织对此缺乏经验， 也缺少相
应的专业能力和技术支撑； 二是

有关的诉讼规则、 配套制度尚待
明确， 特别是受案范围、 程序规
则、 举证责任、 费用承担、 赔偿
标准等问题， 影响了公益诉讼的
开展； 三是消协组织在提起公益
诉讼时受到的压力比较大。

上海市消保委秘书长陶爱莲
说， 希望公益诉讼在促进行业健
康发展的同时， 能够起到消费维
权领域的示范效应 。 专家则指
出， 要破除集体维权难度大、 公
益诉讼胜例少的现状， 不仅需要
各级消费者维权组织增加工作主
动性和积极性， 更需要为维权创
造环境。

据悉， 最高人民法院已明确
表示， 正抓紧制定 《关于审理消
费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
干问题的规定》。

人们期待， 随着公益诉讼制
度不断完善， 消费者权益能够得
到更加切实的保护， 进而推动产
品和服务质量提升。

据新华社

霸王条款、 预付卡 “陷阱” ……屡屡发生的侵害消费者权益事件， 使得消费者对公益诉讼寄
予厚望。 但从２０１４年３月１５日新消法实施至今， 消费公益诉讼却仅有一个胜例。 消费公益诉讼为
何如此沉重？

春到乡村，草长莺飞，金黄的油菜花盛开在中国无数片田野。从陕西、重庆，到湖南、江西，众
多乡村纷纷举办“油菜花”节，铁路部门联手旅行社还开出了“赏花专列”。

我国是世界油菜的原产国，农民素有种植油菜的耕作传统。“油菜花热”能否带动休闲农业和
乡村旅游？如何使更多的农民借此脱贫、致富？

油菜花虽美， 但光看油菜花
还是未免有点单调。 各地乡村使
出浑身解数， 为油菜花搭配 “游
点”。 湖南省浏阳市达浒镇把油
菜栽种在 “小象鼻山” 景区旁，
排练了木排上 “刘三姐” 对歌的
情景剧。

在安仁县， 既可现场目击春
分开耕仪式 ， 还可体验农家小
吃 ， 游览国内首家稻田公园 。
“远近高低各不同”， 江西婺源推
出索道、 热气球、 玻璃栈道等不
同角度的空中赏花游项目， 金黄
的油菜花和层层梯田、 传统民居
相互衬托。

记者注意到， 目前的油菜花
观赏， 是典型的 “周末游”。 湖

南一乡镇政府筹资１００多万元 ，
建了１个有近百个车位的停车场。
平常绰绰有余 ， 在油菜花节这
天， 只能停放十分之一的车辆。

油菜花开时间只有 １个月 ，
乡村旅游如何改变 “周末游 ”
“月游” 为 “长年游”？ 浏阳的古
港镇颇富 “心计”。 走入这个镇
的梅田湖村， 可见油菜花旁矗立
着各式各样 “稻草人 ”， 关公 ，
樱桃小丸子， 八仙过海， 赶牛扶
犁耕田的农民…… 它们是去年
秋收之后， 由当地村民， 用一双
双巧手， 将收割稻子剩下的秸秆
编制而成的。

虽然时间过去半年， “稻草
人” 仍然夺人眼球， 栩栩如生。

在 “稻草人” 问世之前， 古港镇
还结合空中定位技术， 在田野里
用彩稻精心栽种了 “吉祥中国
娃” 图案， 吸引了大批游客前来
观赏。

借助油菜花旅游， ３月中旬，
浏阳市公布１０条乡村旅游精品线
路 ， 包括 “花炮之都 、 禅宗祖
庭 ” “回家之旅 、 客家原乡 ”
等。 结合 “幸福屋场” 建设， 浏
阳近年来很多村庄都保存维修了
祠堂， 挖掘整理乡土名人事迹，
为乡村旅游增添了人文内涵。 让
更多的游客进农家 ， 尝农家食
品， 住乡村， 体验农耕生活， 这
应该是延长乡村旅游链条的应有
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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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菜花热”的冷思考

“去年油菜品种 ， 长得比我
还高， 风一来就倒了。 今年改良
后， 矮了一截， 不再怕风。” 湖
南安仁渡口乡农民陈清生告诉记
者， 省农科院的专家在他们这里
做跟踪试验， 不断改良品种。

油菜成熟之后， 湖南很多地
方农民还是靠人力用刀割。 湖南
一些农民反映， 他们试用了机械
化的油菜收割机， 发现要在油菜
十成熟的情况下， 才能使用。 为
了不耽误种植早稻， 当地一般都
是在九成熟的时候就收割。

相当一部分农民仍然使用秧
苗移栽法， １对夫妻１天只能完成
１亩。 如果使用油菜直播机， １天
１人不下３０亩。 不少农民认为一
些地方油菜稀稀疏疏， 是因为直

播技术不行。 但记者所见到的长
势最好的浏阳古港油菜花 ， 个
高 、 杆粗 、 花齐 ， 正是直播种
植。 这证明不是直播技术不好，
而是技术完善、 接受推广还须加
强。

农业部近年召开的长江中下
游油菜生产机械化现场会上透
露 ， 传统油菜生产需１０到１２个
工， 而全程使用机械作业， 平均
降到０．８个工 ， 生产成本大幅降
低， 效益相应增加。

一些农民和基层干部盼望，
如果科技含量提高， 油菜花将会
大面积扩大。 如果能够改良品种
和栽种技术， 适当延长油菜花的
开花期， 那就更将是乡村旅游的
福音。 据新华社

每到周末， 油菜花盛开地区
的乡镇干部全员出动变身 “交
警 ” ， 疏 散 蜂 拥 而 来 的 车 辆 。
“油菜花热” 暴露了乡村道路狭
窄的短板， 一些路段难以会车，
有的路段没形成环线， 车辆的进
出令人头痛。

不像很多景区的开发由专业
公司在建设、 运营， 乡村休闲旅
游还是地方政府尤其乡镇政府在
唱 “主角”。 政府有责任加大投
入， 加强乡村道路等基础设施建

设， 做好规划引导， 但长远来看
如何把握在乡村旅游中的角色定
位， 值得思考。

例如停车场是发展乡村旅游
必不可缺的 “硬件”， 耗资不菲，
主要靠乡镇政府投资。 油菜花开
得美的地方， 往往是农业乡镇，
工业不发达， 乡镇财政不宽裕。
乡村旅游可以富百姓之腰包， 扬
地方之美名， 对乡镇财政的税收
贡献并不大。

政府适当时候 “淡出” 乡村

旅游 “主角”， 不仅是缓解财力
负担之需， 更是因为很多事情只
能由市场主体来承担。 从湖南了
解的情况看， 除少数地区成片流
转委托给合作社种植， 大部分地
区的油菜花， 还是政 府 引 导 农
民自发种植 。 如果龙头企业 、
合 作 社 或 者 大 户 出 面 ， 就 有
利 于 推 动 土 地 流 转 ， 依 靠 成
规 模 的 土 地 ， 做 旅 游 文 章 。
即 使 出现风险 ， 承担的责任主
体也明确。

如何变身 “常年游”

如何引入市场力量？

如何借助科技创新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