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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的 3 月 15 日，消协

工作人员都要把办公桌摆上

街头。在各种投诉现场，挤满

“告状”的人，许多侵权事件

此时都会进入“绿色通道”。

然而，2011 年的 3·15，

潍坊市工商局首次取消了现

场投诉的环节，而全国各地

也纷纷出现维权日变得静悄

悄的报道。3·15 纪念日从
1983 年被确立，至现在已近

“而立”，在维权渠道逐渐变

得多样通畅时，这样的日子

被淡忘或许应该在情理之

中。但近日双汇瘦肉精、田

婆婆洗灸堂、锦湖轮胎、国
美骗补不给赠品等事件在 3·

15 的时候被揭露，又在用一

种近乎残忍的方式告诉我

们，老百姓的消费环境还不
容乐观。

3 . 15，不能忘却！

平静背后暗藏波澜

又到 3·15，维权的事件

铺天而来。

3 月 15 日，青岛一位市

民雇人将一辆价值三四百万

元的兰博基尼跑车在街头砸

毁。如此极端的维权事件在

近些年似乎已经并不多见，

但是不是说老百姓的维权环

境已经拨云见天？可能还不
尽然。

在 3·15 当天，潍坊有部
分区县依然像往年一样，在

街头接受现场投诉，但相对

于往年，似乎比较平静。现场

多了不少“灭火队员”。偶有

人上前投诉，“灭火队员”立

马冲上前去，如果不是自己

的产品长舒一口气，如果是

自家产品立马启动“应急预

案”，私了、退货、赔钱。

“ 2010 年 8 月 25 日，在

高密市出差的吴先生到高密

消协投诉，在该市某超市购

买 了 1 0 包 鲜 海 参 ” 、

“ 2010 年 7 月 27 日，消费

者王女士在某超市购物”、

“ 2010 年 11 月，寿光市 120

余户菜农陆续到寿光消协投

诉，他们从当地购买的某品

牌无滴棚膜”……这是潍坊

在 315 期间公布的十大典型

案件。这些案件为何在这一

天公布？消协人士解释：3 . 15

震慑力大。

20 多年轰轰烈烈的的
3 . 15 维权运动，已经在老百

姓心里留下了十分清晰的印
迹：3 . 15 是消费者的节日。这

一天，受到侵犯的消费者可

以扬眉吐气。2010 年，一位女

士买了一条不能穿的劣质裤

子，商场以设计款式就是那

样拒绝退换，这位女士与商

场交涉过 4 次，历时近半年

竟未能解决。3 月 15 日，她拿

着裤子来到维权现场，消协

工作人员认真登记，现场媒

体也纷纷给予了关注。结果

一天之后，裤子退换成功。事

后记者了解到，这条裤子的

价格仅为 79 元。

一个近半年解决不了的

问题，在这一天解决了。

在全国各地投诉维权渠

道越来越多、越来越通畅时，

投诉被分散到了每一天，3·

15 当日维权者减少成为必

然，部分地方开始将这一天

的现场投诉环节取消，改为

维权知识宣传。“平日里好好

维权就行，不用在 3·15 这一

天出风头”，是部分地方淡化

3·15 的现实思维，在一些人

看来，3·15 就是个“秀场”。他

们忽略了这个“秀场”背后暗

藏的波澜。

从 12315 一年的申诉举

报量来看，每一年的量基本

持平，而且略有增长。记者了

解到，2 0 0 9 年全年潍坊市

12315 申诉举报指挥中心共

受理消费者咨询申诉举报

31337 个，其中咨询 29489 个、

申诉 502 个、举报 1346 个；

2010 年全年，接到消费者来

电咨询申诉举报 31489 个，其

中咨询 29525 个、申诉 545

个、举报 1415 个。

虽然有数据表明，3·15

期间投诉量爆发程度越来越

小，但和平时相比较依然有

十倍、数十倍的突然增长。这

个日子还“活着”。

“绿色大门”不能关

从 3·15 现场情况来看，

这样一个维权的日子有其存

在的意义，因为在官方、媒

体多重压力之下，消费者的

维权成本是最低的。而且处

理的多是一些“老大难”问

题。可能积攒了一年的问题

要在这一天得到“赦免”式

的解决。

但是，在“364”天的维权

中，以“年”“千元”为单位的

维权成本，让众多普通百姓

的脸上写满无奈与茫然。

“在维权实践中，普遍存

在‘为了追回一只鸡，杀掉一

头牛’的情况。”中国消费者

协会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
商法研究所所长刘俊海日前

公开表示，很多坚持维权的

消费者最后得不偿失。

刘俊海说，不少人在消
费权益受损时会向消协投

诉，但消协主要在消费纠纷

中起调解作用，如果调解不
成，消费者只能走诉讼程序。

而到了诉讼阶段，就会产生

一系列费用，比如律师费、法
院诉讼费。如果消费者胜诉，

法院诉讼费虽然由被告承

担，但律师费还得消费者自

己承担。“如果一个人只是喝

了袋牛奶拉肚子，花了 100

块钱医药费，他会再花上千

元律师费打一个不知道输赢

的官司吗？”

中青报调查显示，28 . 0%

的人认为，当前消费者维权

成本高主要是指“经济成

本”。更有 57 . 5% 的调查者认

为，当前消费者维权成本高

主要指“时间成本”。

潍坊的李先生与开发商

对簿公堂，原因交房日期一
拖再拖，李先生的婚期也被

迫一改再改。在耗时将近一
年之后，双方最终达成调解。

不打官司的买房人也并
不轻松。有的楼盘延期时间

较短，开发商就会利用房门

钥匙、电卡等为砝码，要求

买房人同意不再追究违约

金，或只支付少量违约金作

为补偿。如果延时时间较

长，开发商就会自行发布一
个公告，将违约金折换成物

业费、装修押金、水电费
等，买房人觉得这也算是把

钱要回来了，但往往这些费
用事后会被以各种理由扣

除。

记者采访中了解到，消

费者在决策是否维权时，一
般会纠结一段时间；如果向
消协投诉，大致需要一周时

间等回馈，而且超过 50% 消
费者的问题难以通过电话投

诉得以解决；为此，消协可能

安排消费者与商家见面协

商。此前，消费者需进行取

证，前后大致又要耗费半个

月至 1 个月时间；如果协商

仍难以解决问题，消费者只

能走法律程序了，其中的时

间成本难以估计，可能要 1

年甚至更长时间。

在这一系列过程中，消

费者可能出现焦虑甚至惶恐

的情绪。或者灰心、或者被威

胁，大部分人电话投诉失败

后，直接选择放弃维权。

3 . 15 维权，或许是一种

“中国式维权”，但目前看这

个“绿色大门”还不能关。

“天天 3·15”太理想

当“天天都是 3·15 ”

这样的口号满街飘时，恰似

中了越强调越说明有差距的

“魔咒”。从潍坊及全国各

地消协的投诉热点分析中不
难得出，消费陷阱一次次挑

战着消费者的知识储备和防

备意识。

一位消费者在汽车配件

出问题，更换时被百般刁难，

交涉数月未果，最后还在在 3

月 15 日当天得到了解决。消

费者说，好不容易被普及知

道了销售的商品有三包服
务，可谁又知道汽车产品售
后三包规定没有出台？2010

年，潍坊市消协组织共受理

有关汽车商品的投诉为 175

件，较去年同比增长 15 . 2%。

国家有关汽车产品售后三包

规定至今尚未出台，汽车消

费维权仍是难点。其中汽车

质量问题产生的投诉占到总

量的 57 . 5%。

2010 年 9 月，高新区消

协接到 8 名消费者投诉，潍
坊一家房地产开发公司未按

合同约定按时交房，已逾期
8 个月，开发公司以“不可

抗力”因素造成延期交房为
由，推脱责任。经高新区消

协调解，双方达成一致，开

发公司最迟于 2010 年 10 月

20 日前交房，并按合同约定

支付违约金 84000 元。

2010 年，潍坊市消费者

协会受理住房投诉 506 件，

比去年同期上涨 12 . 7% 。主

要问题是：住房质量差、承

诺配套设施不兑现、捂盘涨

价、擅自变更合同，拖延交

验房屋和家装时限，不承担

违约责任，拖延办理房产证

和土地证，装修建材以次充

好，偷工减料，不按合同施
工，不履行“三包”义务
等。几乎涵盖了所有能出问
题的地方。

近日，中国青年报社会

调查中心对 2745 人进行的

一项调查显示，98 . 5% 的人

遇到过权益受损的情况，其

中 38 . 7% 的人“经常遇到”。

在最近一次消费权益受
损时，五成的人选择“坚持

维权”，但其中两成的人维
权失败，不到两成的人在等

结果，仅 14 . 6% 的人最终成

功；值得注意的是，近一半

人选择“放弃维权”。究其

原因， 37 . 2% 的人首选“维
权成本高”； 19 . 6% 的人表

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18 . 2% 的人因“不熟悉法规
和政策”放弃维权。而 3·15

现场维权被公认为最快捷的

维权绿色通道。

3·15 期间街头常现“天

天都是 3·15 ”作为宣传海
报，但天天都是 3·15 谈何
容易？大量的积案无法维
权，但是 3·15 期间就能快

速处理。大量的内幕无人知

晓，但是 3·15 的时候就有

线人爆料、媒体爆光，从而

引发社会关注，侵权事件得

到解决。

天天都是 3·15 ，在当

下还只是一个梦想。

““天天天天 33··1155””，，

或或许许是是个个““传传说说””
本报记者 周锦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