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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费针灸后买2.6万元保健品
“也不知道他们从哪里知道了我

家的电话。”市民贺女士说，接到一个
自称可以提供免费针灸的电话后，由
于丈夫背部酸痛，就抱着一线希望同
意了。同意后，对方让他们报出家庭
地址，还免费将他们从宝山区顾村一
带接到了杨浦区安波路一带，“他们
出了100多元打车费”。

在杨浦区安波路上的这家单位里，
贺女士与其丈夫被进一步告知说，这里
是一个叫“军本”的单位，从事的是“军
转民”的服务，提供的针灸为“平衡针
灸”，除了“针灸”外，还有“祖传中医医
生”现场把脉问诊。他们进一步填写
有关表格后接受了“祖传中医医生”把
脉问诊，也接受了“平衡针灸”服务。

“祖传中医医生”是一个年青人，
贺女士说，问诊中对方称他丈夫身体
不好，可能会有多种严重的病，应该
去医院检查，可以通过服用上述产品

“调理身体，扭转体质”，但是，迟买不
如早买，如果等到去医院查出病情再
买，即使服用上述产品，也达不到“扭
转体质”效果了。

“好像我不买就是见死不救，就
是不疼爱丈夫。”贺女士说，“军本”工
作人员推介中暗示她丈夫已到了“病
危”地步，她感觉“救人要紧”。但这
时，丈夫并不说话。见丈夫不说话，
她还以为丈夫是不好主动说，就准备
以实际行动来“救”丈夫，来体现一个
妻子对丈夫的疼爱。

见她有这种意见，“军本”工作人
员就拿出了冬虫夏草口服液、黄芪螺
旋藻片等11盒产品摆到他们面前，
并介绍说那是“买半年疗程送2盒”
的“优惠套餐”。得知总价格要2.6万
元，贺女士提出先付500元定金体验
一个月。被拒绝后，她就与丈夫一起
先刷信用卡支付了1万元，并被要求
后续再补交1.6万元欠款。

多次退货无果购物凭据难取
回到家后，贺女士与其丈夫“恍

然大悟”，向“军本”工作人员提出了
退货要求，未被同意。而询问相关

“祖传中医医生”、业务员、销售经理
等人名片时，都被以“忙”、“没有”、

“用光了”等为由拒绝，“我询问他们
公司简介时，他们也说‘用光了’，我
们问他们要营业执照复印件，他们说
只能给我们看，不能复印——复印后
没有安全感。”

11月9日，记者现场采访时，贺
女士方面提供的有关价格表显示，每
盒冬虫夏草口服液有30瓶，每瓶10
毫升，价格达 66 元；而黄芪螺旋藻
片，每盒12瓶，每瓶415元。这些产
品包装上的标识都显示为保健食品。

但是，这些产品都没有外包装
盒。贺女士解释说，在安波路的交易
现场，“军本”工作人员就以10元/个的
价格回收了。至于交易总价格凭条，
贺女士则解释说，她多次催问中，“军
本”方面都以种种理由拒绝提供。“感
觉他们就是想方设法不给我们提供任

何凭据，想阻止我们正当维权”。

威胁要上门仅退款7500元
采访中，记者与贺女士方面几经

等候，“军本”方面有关负责人单（音，
下同）女士和另一男士才开着路虎轿
车赶到。不过，当贺女士再次提出退
货退款要求时，两人准备驾车离去。

见记者亮明身份，两人留下来的
同时就指责贺女士不该向媒体投诉，
并称媒体没有权利受理这样的投
诉。随后，单女士没有明确否认贺女
士投诉的内容，也不接受贺女士所提
退货要求。记者询问其进行针灸的
相关医疗资质时，单女士也没有提
供。而贺女士再次询问其营业执照
和名片时，同样没有如愿。

协商退货时，由于贺女士丈夫已
喝了6瓶冬虫夏草口服液，并打开了
两瓶黄芪螺旋藻片。单女士要求扣
除1盒（总计30瓶）冬虫夏草口服液
和1盒黄芪螺旋藻片费用，如此一算，
只能退3000来元，并一度推门而出。

再次返回协商现场后，单女士将
贺女士叫到另外的地方协商。贺女
士后来回复记者称，即使按照“军本”
方面的价格算，他丈夫已服用的6瓶
冬虫夏草口服液和已打开的2瓶黄
芪螺旋藻片价格总计才1200来元。
但协商中，她一次次退让后，对方还
是扣除了2500元。获退7500元的同
时，他表示“不满意”、“很无奈”。贺
女士也透露，协商中，对方曾威胁称
已知道其具体家庭地址。

市民购买2.6万元保健品难退货
商家无医疗资质并威胁要上门 律师：误导消费者应“退一赔三”

[律师点评]

夸大宣传应“退一赔三”
上海融孚律师事务所阳洁兰律师

认为，如果商家没有从事针灸的医疗

资质，就涉嫌非法行医。而如果有确

凿证据证明商家夸大宣传，让顾客误

以为“病危”后购买其保健品，属于欺

诈销售行为。这时，商家善后处理时

不但不应该扣除消费者已拆开包装或

服用的产品价格，还应该“退一赔三”。

因为，根据国家工商总局《侵害

消费者权益行为处罚办法》规定，以

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宣传方式误导

消费者的行为，属于欺诈行为；而新

《消法》则规定，经营者欺诈销售时，

应该对消费者“打底”500 元基础上

“退一赔三”。

日前，市民贺女士向青年报“老罗帮你忙”互动维权栏目投诉称，接受免费针灸后买2.6
万元（实付1万元）保健品难退货。昨日，记者现场采访时，相关单位没有出示其能从事针
灸业务的相关医疗资质，最终也只退给贺女士7500元。律师认为，如果商家无针灸资质涉
嫌非法行医；如果夸大宣传误导消费者购买保健品，属于欺诈性销售，应该“退一赔三”。

青年报记者 罗水元

图中保健品的外包装都被商家收走了。
青年报记者 罗水元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