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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容陷阱·调查

美容消费暗藏重重“陷阱”，消费者几乎无法留取证据

没没资资质质还还忽忽悠悠，，产产品品也也不不合合格格

文/片 本报记者 王皇

陷阱一：
赠产品赠体验
最后还得自己埋单

免费的产品和体验让
不少从未进行过美容消费
的市民走进了美容院或者
美肤养生会馆，市工商局
相关工作人员提醒市民，
这样的免费赠送最好不要
相信，因为免费赠送的最
后，多数还是通过各种方式
让消费者买单，并且很可能
难以维权。

市民小邹的经历与小
宁类似，11月22日傍晚，她
在二环南路旁的一家大型
购物中心发传单，一家美容
店的推销人员让她到地下
一层的美容店里体验美容，
而到店内做了一个脸部检
测后，让她体验了一个面膜
产品。“做面膜的过程中，就
说我需要买产品，而且我一
个人在那里，好几个人给我

推销，心里还挺怕的。”小邹
说，免费体验的面膜变成了
收费200元，而产品则是130
元，最后她花了330元才离
开。“前后耗了两个小时，我
并不想买，但是拗不过后来
也同意买了，一开始价钱更
高，因为我一直不买，店里
的人给降了价。”之后，小邹
向市场监管部门投诉，要回
了130元产品，但免费体验
的面膜只能退回一半的钱。

小邹说，她每次经过这
个购物中心时，仍会有这家
美容店的推销人员向她推
销免费体验，而且每次的说
辞都不一样，有的说自己每
天必须推荐多少人，不推荐
完就不能下班；有的说托人
帮个忙，简单领个赠品就可
以出来。

陷阱二：
做医疗美容项目
实际并无资质

市民王女士通过团购
网站在历城区一个小区内

的美容店做了文身，但没过
几天，文身就出现感染，发
红变肿出脓，她也开始发
烧。事后她才知道这家美容
店并没有做文身项目的资
质。而另一位女士在一家美
容美发连锁店做头发时，却
被推荐做除掉身上扁平疣
的仪器治疗。

记者了解到，深入到真
皮以下部位的美容应该属
于医疗美容范畴，文眉、文
眼、文唇线等尽管伤口很
小，但都深入真皮以下，应
当被认定为医疗美容，而一
般的美容店只能做化妆或
一般护理等保养方法的生
活美容。市卫计委相关工作
人员表示，做生活美容的美
容店只需要取得公共卫生
许可证，但是不能做医疗美
容项目。而做医疗美容项目
的，一般从名称上看就有医
疗字眼。市民消费时，可以
先辨别美容店内的资质证
明，用到医疗器械和侵入身
体真皮的美容服务，一定要
到有医疗机构执业许可的
地方做。

小宁的美容消费过程堪称典型，免费领赠品变成了消费甚至强制消费。记者采访省城多名美容消费的投诉者，强制消费费、无资质
却做医疗美容项目、产品无中文标识来源不明成了重重“陷阱”。而对美容行业的监管，涉及卫计委、工商、食药监、、商务局等多个部门，
他们各自有分工，但多数市民并不了解，投诉的过程漫长。而更重要的是，有心设陷阱的美容店能留给监管部门的把柄柄少之又少，最可
能涉及夸大宣传的过程，消费者几乎无法留取证据。

市民王女士的文身已经出现化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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