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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近期猪肉价格高位运行，商务

部新闻发言人高峰在 8 月 29 日的例行

发布会上回应称，当前国内猪肉市场供

应总体是有保障的。商务部将密切跟踪

市场动态，会同相关部门适时投放中央

储备冻猪肉和牛羊肉，增加肉类市场供

应。

“同时，指导产销区建立稳定的购销

协作关系，促进区域间产销衔接，畅通肉

类供应渠道。此外，还将按照市场化的原

则，继续鼓励扩大猪肉进口。”高峰说。

据商务部监测，上周（8 月 19 日至

25 日）全国食用农产品市场价格比前一

周上涨 2.3%，其中，肉类批发价格不同

幅度上涨，其中猪肉、牛肉、羊肉批发价

格分别为每公斤 31.77 元、60.59 元和

59.31 元，分别上涨 8.8%、1.4%和 0.7%。

记者发现，从商务部监测数据来看，

这已经是猪肉批发价格连续第 12 周上

涨，从 6月初的每公斤 20.69 元一路走

高至上周的每公斤 31.77 元。

对于猪肉价格持续上涨的原因，商

务部研究院流通与消费研究所助理研究

员胡雪表示，从供应方面看，自 2018 年

下半年，受到非洲猪瘟疫情等突发事件

影响，猪肉市场价格不断下跌。猪肉价格

下跌导致市场产量下降，特别是东北、华

北地区，猪价甚至屡屡低于成本线以下，

使其成为去产能化最严重的地区。随着

我国猪肉产能的大量出清，近期猪肉价

格迎来全面上涨。

胡雪还表示，当前，中秋、国庆双节

日渐临近，猪肉市场需求将继续增加。同

时，由于猪肉价格一路飞涨导致养殖户

普遍压栏惜售，未来生猪屠宰企业的采

购难度将进一步增加，或将加剧市场供

不应求的矛盾，

导致短期内猪肉

供应仍然趋紧。

不过，目前

来看，各部门已

经在多措并举保

障市场供应。“未

来猪肉市场价格

将大体保持平

稳，价格不会出

现暴涨风险。”胡

雪说。对于如何

稳定猪肉市场，

胡雪建议，一方

面，要加强生猪市场监测预警，当生猪供

应进入偏紧状态时，应及时启动预案，采

取应急措施，保障猪肉稳定供应。另一方

面，要进一步加强非洲猪瘟防控防范，相

关部门要严格防疫审查，规范生猪产地

检疫管理，加强从生猪养殖、屠宰到加工

等环节的全流程监管。同时，还要建立多

渠道保障的应急供应机制，保障猪肉市

场的稳定运行。 据《经济参考报》

让车主按照补贴前的高价格投保，但理赔时却按照实

际支付的低价格理赔……保险公司的“霸王条款”让不少新

能源车主“吃了亏”。专家认为，这是典型的“高保低赔”，损

害了消费者权益。新能源车险亟待规范，既要考虑新能源汽

车的特殊性，更要保证公平公正交易。

“保费高，理赔低” 不明真相的车主多
北京的贾先生今年 6月购买了一辆新能源汽车，补贴

后价格约为 16万元。其在某保险公司投保的保单显示，机

动车损失险的保额为补贴前的 22.2 万元，加上第三者责任

险，首年保费达 5400 多元。“我不太懂保险，投保时保险公

司没有提醒过我，是按补贴前的车价计算保费的。”贾先生

说。

像贾先生这样“不明真相”的车主很多。记者在北京、上

海等地随机采访了几十位新能源汽车车主，其中大多数都

是在翻看保单时才发现按照高价投保。

天津市津南区人民法院发布的一起案件显示：消费者

李某享受 10万元国家购车补贴，以 6万元实际支付价格购

买了售价为 16 万元的某品牌纯电动轿车。购买商业保险

时，李某是按照 16万元的金额投保，保险期间内，李某驾驶

该车辆发生单方交通事故，车辆全损。事后，保险公司仅同

意赔付李某当时购车实际支出的 6万元。

除了高价投保、理赔“降级”，新能源汽车的保费过高且

续保环节也不规范。不少新能源汽车车主认为，保费设定就

是让车主吃亏。一位特斯拉电动汽车车主告诉记者，首年保

费高达 9000多元，相比燃油车高了不少。北京新能源汽车

车主刘先生说，燃油车第二年的保额较上一年约有 10%的

折损，而新能源汽车在第二年续保时无折损，保额仍与新车

购置价相同。

中国保险信息技术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分析资料显示，

新能源汽车单均保费高出非新能源汽车 21%。从单均保费

看，购置价在 10 万元至 30万元之间的家用新能源汽车单

均保费高于传统汽车。

公安部交通管理局 7月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今

年 6月，全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 344 万辆，占汽车总量的

1.37%。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 1月

至 7月，新能源汽车产销 70.1 万辆和 69.9 万辆，同比分别

增长 39.1%和 40.9%。

无统一规范 “霸王条款”损害消费者权益
专家认为，“高保低赔”赚取保费，是保险公司惯用手

段，这样的“霸王条款”对消费者不公平。

北京汇佳律师事务所主任邱宝昌认为，新能源车险高

价投保、理赔“降级”，是典型的“高保低赔”，违反《中华人民

共和国保险法》第五十五条规定：“投保人和保险人约定保

险标的的保险价值并在合同中载明的，保险标的发生损失

时，以约定的保险价值为赔偿计算标准。投保人和保险人未

约定保险标的的保险价值的，保险标的发生损失时，以保险

事故发生时保险标的的实际价值为赔偿计算标准。”

邱宝昌举例说，一辆实际价格为 20 万元的新能源汽

车，补贴 8万元后，消费者支付价格为 12万元。“消费者有

权选择按照 20 万元投保或按照 12 万元投保，对此保险公

司应将选择权交给消费者。”他说，发生事故车辆全损后，投

保多少，就该赔多少。

北京工商大学保险研究中心主任王绪瑾说，保险公司

承保时把补贴算进去，理赔时把补贴扣除掉，损害了消费者

权益，保险公司应如实告知投保人相关情况。

记者调查发现，目前国内针对新能源汽车在保费计算

上，也没有统一规范。不同保险公司、不同地区都有差异。从

上海多家保险公司的运营情况看，该地区新能源车险是按

照车企上传到平台的官方指导价来确定保额的，也就是补

贴前的车价。

“各地补贴有差异，最终消费者实际支付的车款会有差

异。所以我们统一按照官方市场指导价计算保费，就是补贴

前的价格。”上海一家大型保险公司内部人士告诉记者。

新能源汽车专属保险
需明确承保价格、赔偿界限
中国保险信息技术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相关报告显示，

从保费规模看，2013 年至 2017 年，保险业承保的新能源汽

车数量年均增长 78.6%，2017 年保费规模为 101.6 亿元，增

速为 50.4%。

保险业内人士坦言，新能源汽车的车身结构、零部件构

成、电池续航里程等与传统汽车差别较大，保险风控难度远

大于传统车辆。新能源汽车应该有专属保险。

业内人士建议，新能源车险专属保险不仅需明确规定

按照补贴前还是补贴后的价格承保，还需明确赔偿界限，在

车损险中对新能源车电池自燃、短路、碰撞损失等风险及其

赔偿标准进行判定。此外，还需调整新能源车险和传统车险

条款“不适用”的内容。例如，机动车辆保险的除外责任中有

“高温烘烤”“进水后导致的发动机损坏”等，但新能源汽车

很少出现这些问题。

“关键是对于政府补贴部分，投保人是否具有保险利益

值得探讨。”王绪瑾认为，对于政府补贴部分，车主没有付

钱，应该没有保险利益。如果将这部分投保，则会带来道德

风险。

邱宝昌说，保险人要将保险价值、保险标的、如何理赔

等充分告知消费者，尊重消费者的选择权、公平交易权。

据新华网

“短信电话狂轰滥炸”“不签协议

想走难，上厕所都有人跟着”“推荐时

说学历是本科，见面却变专科”……近

来，不少相亲者投诉称，部分开通了线

上平台的相亲机构在线下大搞轰炸式

推销、绑架式签约、凑数式服务，严重

损害消费者权益。

千里姻缘一线牵，本是一桩美事，

但目前依托互联网而产生的婚恋平台

却布满了精心设计的套路。在记者的

调查中，诸如“注册后邀请去线下门

店，交了钱之后态度敷衍”“关在

屋里两三个小时的洗脑，要求交几

万元的会员费”“注册后，各种不

同的号码打来骚扰电话”等问题也频

频出现。

据业内人士透露，一些婚恋平台

往往在签订的合同中不会写明约见对

象、负责红娘等详细信息，因此在之后

法律纠纷中，消费者难以举证维权。按

照婚介服务国家标准和行业准则，婚

介工作人员应该持有婚介师等从业资

格证书，但大部分红娘并不具备专业

资格，而是充当销售的角色。

虚假承诺诱导消费
销售套路难以招架

根据艾瑞咨询《2019 年中国网络

婚恋交友行业研究报告》显示，2018

年中国网络婚恋交友行业市场营收为

49.9 亿元，网络婚恋行业在整体婚恋

市场中渗透率已经达到 54.4%，而且

还有继续增长的趋势。

中国网络婚恋交友付费用户占比

78.7%。通过用户月度付费金额分布

来看，用户在 100 元至 200 元的付费

占比最高，为 25.5%。区别于传统婚介

服务，网络婚恋线下服务用户多为线

上用户转化而来。

据了解，线上的购买行为更加自

主，成本也较低，但当消费场景转到线

下，各种矛盾随即产生。由 21CN主办

的公益性消费投诉平台“聚投诉平台”

称，上半年共受理全国消费者对婚恋

交友行业有效投诉量 1686 件，当期

确认投诉解决量 993 件，解决率

58.9%，对比第一季度 51.1%的解决率

略有提升。从投诉问题类型看，主要包

括夸大服务效果、退款难等。

此外，据聚投诉平台的婚恋交友

上半年排行榜报告显示，多数投诉人

反映其下载的一些交友软件，被以“0

元领取 3天会员”为由，诱导开通支付

宝免密支付。开通后自动扣除 69 元、

99 元不等金额，扣款账单上显示为某

在线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的会员服务扣

费。

记者梳理聚投诉平台中报告的

相关数据和内容后发现，对于相亲平

台的投诉原因主要包括虚假承诺诱导

消费、强迫消费、先交钱签字才能看合

同、实际服务和合作条款不匹配等。

绝大多数投诉者在平台注册账号

后，会接到平台客服或销售来电，称

“有优质男士对你有意向”，并电话承

诺“介绍优质男士直到成功结婚”等

等，让投诉人去线下店面谈。面谈过程

中，红娘采取长达几小时的疲劳轰炸，

让消费者缴费签订 1万到 3万不等的

婚介服务合同。有些投诉者称，商家不

开具发票只开收据。而所谓的介绍优

质男士直到成功结婚，合同上却只是

以约见数量结算，数量达到后不再提

供服务。

记者在一个曾经亲身测评过多家

相亲平台的网络博主处了解到，不少

女士在某相亲 App 注册后，收到工作

人员的电话通知去门店，其门店设在

高端写字楼内，专门针对有婚恋需求

的人。“我听到过婚介所内部人员的说

法，其实线下相亲中间，确实有很多水

分，尤其瞄准大龄单身女青年。”

根据这位博主的亲身经历，红娘

会拿出很多成功案例，并向客户宣称

公司线下有很多资源。他总结称，线下

相亲平台套路就是不断“洗脑”，比如

“把你关进屋子里进行两三小时，洗

脑，让你交几万块的费用，告诉你他们

有很多资源，你不能再等了，再等就很

难找了”之类。

据上述博主透露，在遭遇“被关在

屋子里洗脑”的经历后，几乎每天都收

到来自这个相亲平台不同的销售电

话，“有一些能识别出来的号码，我都

按掉了，有一次实在控制不住，和对方

说‘我每天都能接到你们打来的不同

电话，我已经说了我不需要，如果你们

再打，我就报警了’, 这才停止被骚

扰”。

任何服务皆须付费
消费维权举证艰难

记者在注册了某相亲平台 App

后发现，若想在这个平台查看所有人

发来的消息，需要开通会员，每年大概

300 元。会员特权还包括查看对方联

系方式、无限制查看他人视频、照片

等。

此外，新人客服服务也隐藏消费

项目。一般，新人客服会给新人提供脱

单路上问题解答，诸如“怎样吸引更多

异性关注”这样的话题，而随意点击一

个问题时，就会弹出苹果商店 App 支

付消息框，这些问题的价格不等，只要

输入账号密码即可成功购买。换言之，

但凡想要享受到相亲平台的服务，就

需要付费。

在注册完的第二天，记者收到了

相亲平台的来话，对方称有一名优质

男会员推荐，并以需要线下核对信息

为由，邀请记者前去线下面谈，“男士

方面，我们会通过身份证、房产证、经

营证等，核实他的经济状况和其他个

人信息。女士方面，我们也担心会有照

片和本人不符合的情况，所以我们会

希望到线下进行沟通”。

在电话中，客服不断询问记者个

人状况、理想对象，并表示他们具有一

定的专业性，通过婚介能获取更多匹

配的相亲对象。最后，对方请求添加微

信，以便进一步了解和沟通。对方说，

如果确实有相亲需求的人，很难越过

和相亲平台线下面谈这一环节。

消费维权不易，这是另外一个问

题。

记者注意到，聚投诉平台在受理

对婚恋交友平台的投诉后，有关相亲

平台一般都会在投诉贴下表示，“感谢

您的反馈，已将反馈提交给相关部门

及时处理，有进展会及时跟进”，有的

相亲平台则表示会在 7 天内解决投

诉，45天至 60 天才能退款，同时需要

扣除 10%至 20%的费用。

在一个已解决的投诉贴里，投诉

人对深圳某相亲平台进行投诉后，过

了一个月才拿到退款 3200 元，而他

最初缴纳的费用是 12800 元。还有很

多消费者的诉求在协商中没能得到解

决，最后只能诉诸法律或者不了了之。

截至 8月 17日，某相亲平台关于

销售误导的有效投诉量高达 3439

起。

在最高人民法院主办的中国裁判

文书网中，记者通过搜索相亲平台名

称，发现多起婚介公司与个人之间的

合同纠纷案，其中有不少消费者走到

了二审程序。

一份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判决

书显示，由于对约见对象不满意，韦女

士请求解除与某婚介公司签订的红娘

服务合同，并要求公司返还所缴纳的

服务费 15000 元。在上诉中，因未提

供证据予以证明推荐的候选人均不符

合其所列条件，法院最终只判定归还

韦女士服务费 5000元。

相关标准尚需明确
行业规范亟待建立
不过即便如此，在采访中，对于相

亲平台的看法也是众说纷纭。有的人

认为，婚恋网站已经成了“过街老鼠”，

不过也有人说身边人真的通过它们

“终成眷属”。

在一些从业人员看来，婚恋网站

的畸形发展始于用户对互联网“天降

馅饼”的理解。早期很多婚恋公司将

“互联网就意味着免费”的思维带给了

客户，因而会员付费制并不太符合国

人的消费习惯。既然会员不愿缴费，那

就强制他们主动上缴，这是中国婚恋

网站独有的付费怪圈现象。

在记者的调查中，但凡希望推进

自己的相亲进程，就几乎都要和钱扯

上关系，但最后效果也并不理想。比

如，有的相亲平台充钱后可以查看打

招呼的内容，但有的却一直没有等到

对方回音。

“这就让我怀疑对方根本就是系

统上的‘僵尸人’。”曾浩(化名)在北京

打拼多年，还没来得及立业，便已过了

而立之年。为了解决“燃眉之急”，他曾

先后注册了多家相亲平台，“后来实在

没办法，为提高效率，联系了所谓的专

属红娘电话，价格过万，最高的甚至有

八九万元的”。

相比会员服务费以及增值服务

费，婚恋网站更依赖于线下活动费和

广告板块。

对此，曾浩也深有体会。比如相亲

平台线下门店组织的一场相亲会，号

称可以“为他提供更多的选择机会”，

但实际上非但没有见到红娘口中的

“白雪公主”，就连参加相亲会的人数

也格外惨淡。然而，红娘不仅绝口不提

理想的相亲对象，在相亲会开始不久

后，甚至将他带到了旁边的小办公室，

说服他购买线下会员服务。

对于这样的情况，一位不愿具名

的业内人士坦言，这样的现象其实并

不奇怪，婚恋网站的线下实体店鱼龙

混杂，服务质量不敢恭维。因为婚恋网

站为了尽可能地蚕食线下市场，并不

会完全采用直营模式，还会采取加盟

模式。

采访中，有关专家认为，婚恋交友

平台不论线上线下，其核心主要是信

息真实和风险提示。平台一定要对核

心信息进行核验，这是最基本的规则。

此外，风险提示要深入到各个环节，包

括提示敏感词。

据了解，我国个别省市出台了政

府规章对婚介市场进行规范调整，但

都未设置开设婚恋网站的合理标

准，从业人员资格也没有明确的规

定。许多无证经营的婚恋网站，骗

取征婚者会费后就“玩消失”“冷

处理”。此外，不少婚恋平台也开始出

台自律标准和规范，并利用大数据进

行个人信息审核认证，有婚恋平台推

出“实人认证”。

对于相亲平台中的消费陷阱，西

南政法大学民商法学院教授侯国跃认

为，公平是合同法的基本原则，相亲

机构在格式条款中设置的不对等、

不公平条款应属无效。相亲机构在

当事人没有看到合同具体条款、未

被告知服务具体内容和价格的情况

下，就要求在 iPad 上签名，已涉嫌违

法。当事人有权提出解除合同，并要求
退还费用。

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心副
主任朱巍认为，基础信息的真实是

互联网信息真实的基础，这不仅包

括网络安全法规定的需要登记的

身份证信息，还包括人与注册信息

的对应关系。

“婚恋需要双方的某些深度信息，

可以通过协议方式交给平台。”朱巍

说，隐私权在婚恋面前可以被限制，特

别是双方当事人都同意的基础上，但

不能是所有人都可查看，应该是在监

管之下，小范围、点对点地传播。

据《法制日报》

猪肉价格批发连涨 12周
商务部将适时投放储备冻肉

相亲平台陷阱：虚假承诺诱导消费 维权举证艰难

●今年上半年，聚投诉平台

共受理全国消费者对婚恋交友

行业有效投诉量 1686 件，当期

确认投诉解决量 993 件，解决率

58.9%。从投诉问题类型看，主要

包括夸大服务效果、退款难等

●一些婚恋平台在签订的

合同中不会写明约见对象、负责

红娘等详细信息，发生法律纠纷

后，消费者往往难以举证维权

●婚恋交友平台不论线上

线下，其核心主要是信息真实和

风险提示。平台一定要对核心信

息进行核验，这是最基本的规

则。此外，风险提示要深入到各

个环节，包括提示敏感词

提示

新能源车险“高保低赔”
是“霸王条款”还是行业特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