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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乐于为“纸月饼”、“纸
螃蟹”买单，不论是出于送礼还
是其他目的，总相信在需要的时
候，能将它们兑换成真正的月
饼、螃蟹，但事实上，每年总有那
么一些券最终是没能兑换而“尴
尬离场”的，买这些券的钱也就
打了水漂。

状况一：

兑换时已过券面有效期

有消费者反映，单位发了某
品牌的月饼票，券上标注领货时
间只能在一个星期内。不凑巧的
是，那一段时间赶上公司紧张加
班，他没顾得上去领月饼。等他想
起来的时候，月饼券已经过期了。
他联系商家被告知月饼券已经作
废。价值几百元的月饼票，商家说
作废就作废，让他很不能接受。

对此，消费者协会指出，提
货券相当于有价赠券，先付款后
提货是一种预付式消费，购买货
品的钱已经提前交给了商家，

“过期作废”是没有道理的，“最
终解释权归本公司所有”更是霸
王条款。消费者延期提货，商家
可以收取一定的货品保存费，而
拒绝提货则侵害了消费者的合
法权益，消费者可依法维护自己
的权益。

状况二：

指定兑换的商品没货了

一网友在微博上爆料称，他
在团购网站上成功购买了蟹券，
但要兑换时，商家却告诉他说今
年不送了。

因为没有货而成交失败，往
往让提前购买消费券的消费者
很失望。像大闸蟹这一类有时令
性的产品，会因为季节和物流等
原因造成缺货或断货，而使得购
买的蟹券未能如期兑现。即便商
家承诺第二年可提货，但品种、
价格的变动、门店还营业与否都
是未知数，消费券的兑现存在种
种不确定因素。

消费者协会指出，遇到这种
情况，消费者可选择退款或兑换
其他相同价值的物品，虽然《消
费者权益保护法》还并没有细分
到这种程度，但遇到这种情况，
首先要在消费者认可的前提下
进行有效调解。

状况三：

票面文字表述含糊

消费者在购买到兑换券或
是优惠券时，往往会遇到以上这
种票面文字表述不清的情况，和
商家发生分歧，“有理说不清”。
投诉美美消费券的王女士表示，
她券上有一条“本单仅支持24小
时未消费无条件退款”，她理解
为：如果这张券在24小时内未消
费，那么之后可以获得无条件退
款。而店家的解释却是：在没有
消费前提下，可在下单买券成功
后的24小时内退款。

可见，商家在消费券上模棱
两可的表述，容易引发一些消费
纠纷。对此消费者协会指出，按
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如果票
面表述或是解释模糊不清，那么
视为协定无效。

距离中秋还不到一个月，但各大商场及超市已经摆阵布局，礼
品消费风生水起。虽然从市面上看，礼品货架并不活跃，但在另一个
消费链，纸上礼品中秋“期货”却热热闹闹，大行其道。例如，尚未上
市的大闸蟹、月饼等的消费券，已经在火热销售了。

在“送礼经济”催熟效应中，中秋“期货”市场火热。以大闸蟹为
例，记者近日走访市区各大超市及市场了解到，300元-2000元不等的
蟹券正在热卖。

选购纸礼品

这些事项需注意
“纸螃蟹”成了礼品券

虽然大闸蟹的“期货”已从
两年前开始萌芽，但不少商家
表示，对于烟台市场而言，今年
才赶上流行热潮。按照往年的
惯例，九月初前后，就陆续出现

“提前上市”的大闸蟹供市民尝
鲜。但事实上，这些大闸蟹离阳
澄湖开湖收蟹还有一段时间。
随着大闸蟹品牌宣传的不断深
入，这种提前现身的大闸蟹并
不受欢迎，但它催热了大闸蟹
提货券的流行。

“以前想尝一下正宗大闸
蟹的味道，都不知道去哪儿找。
你说超市卖的吧，不仅个儿小，
而且还提前出现，到底是不是
正品，心里也没底。”在阳湖岛
大闸蟹专卖店蟹券使用方法的
市民刘女士说，“这是我第一次
买大闸蟹，感觉比较有保障。不
像市场和超市卖的现货，自己
也不知道怎么辨认真假好坏。”

不少在超市购物的市民在

接受记者随机采访时都表示，
水产门店出售蟹券的方式比以
往 在 售 的 大 闸 蟹 更 具 有 安 全
感，对“蟹券”的品牌保证更有
信心。“人家毕竟是跟养殖户那
边直接订货的。从9月20号开始
提货，跟阳澄湖大闸蟹上市的
时 间 是 一 样 的 ，感 觉 比 较 可
信”。

“现在中秋节送大闸蟹已
经是很流行的送礼方式了，”阳
湖岛大闸蟹专卖店的康经理透
露，目前的“蟹券”绝大部分都
是按礼品的规格包装的，特别
是今年的中秋节，因为跟大闸
蟹上市时间很相近，估计今年
的需求量会很大。他还透露，相
对于个别消费需求而言，单位
团购送礼的销售量要高出好几
倍。

与往年不一样的是，随着
“蟹券”的流行，大闸蟹在今年
也成了“明星礼品”。康经理透

露，目前市民购买“蟹券”赠礼
的 势 头 甚 至 一 度 盖 过 购 买 月
饼 的 热 情 ，“ 纸 螃 蟹 ”极 为 走
俏。

目前在港城出现的礼券一
般有：288元、388元、588元、688

元、1088元、1288元等面值。包装
规格一般是按公蟹、母蟹均分
的方式包装，母蟹个头从2两到
4两居多，公蟹个头从3两到5两
居多，一般都是用雅致礼盒包
装，适合送礼。“主要是现在包
装比较好看，送礼也比较合适，
所 以 今 年 也 买 了 几 盒 尝 试 一
下。”一名正在购买“蟹券”的市
民蔡先生这样说，相对于传统
的月饼等礼物，大闸蟹显得更
加实在，“因为少见难得”。

“以前烟台是比较少以这
种方式销售大闸蟹的，这几年
明显比较流行了，而且市民对
这种渠道的认识也明显比较深
入了。”据超市方面透露，因今

年上市日期恰好比中秋节提前
一个星期，因此大部分商家都
冲着礼品市场而来，纷纷加入
螃蟹“期货”市场行列。

团购“月饼券”在流行

记者随便在几家团购网站
的页面上都能很轻松地找到团
购月饼券的活动，其中哈根达
斯的月饼券最为红火，618元就
可以购买到一张价值 7 5 8元的
哈根达斯金尊冰淇淋月饼提货
券，共有 8 7 人下单购买。价值
348元圆满臻萃冰淇淋月饼6只
/盒兑换券 1张仅售 2 7 6 元，有
1 3 9 人下单。在另一家团购网
站，原价268元的五星级金陵饭
店“锦方”月饼礼盒提货券仅仅
售价 1 3 0元，也有 1 4 1人下单购
买。

为什么月饼券能够在团购
网上大卖呢？记者为此采访了
曾 经 在 团 购 过 月 饼 券 的 王 女
士，王女士表示吸引她团购月
饼券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价格
便宜。“随着团购日渐深入人
心，现在精明的的上班族都希

望可以用最少的钱买到最实惠
的中秋礼品，在团购网上购买
月饼券要比在店面或者从黄牛
手中购买要便宜很多，并且购
买 后 可 以 在 多 个 城 市 进 行 兑
换，无论是自己买来吃还是送
给亲朋好友都很方便。”

往年中秋节期间，许多月
饼商家的月饼券面都会印着：

“本券过期作废”、“最终解释权
属本公司所有”、“月饼一经售
出酒店将不对损坏、运输和其
他事宜负责”等霸王条款，引起
了许多和消费者之间的纠纷。
为此好多地区的工商局都在今
年明令禁止印有类似“本券过
期作废”字样的月饼券销售，并
且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团购
月饼券依然有兑换期限制。记者
在几大著名的团购网站都能看
到在团购月饼券页面的下方会

有有效期的限制，大多提货券
有效期都是在中秋当天截止。

为什么团购的月饼券依然
会有有效期限制呢？曾经在烘
焙行业工作的焦先生这样解释
道：“月饼并不是一年的四季都
有的，很多厂家只会在中秋做
一单生意，过完节，没有卖光的
月饼会被统一销毁，所以不可

能常年有月饼让顾客提供。再
加上厂家大多数会把月饼券的
券面价值抬高，然后再打折卖
出去，所以当过了兑换期，厂家
不可能按券面的价格退款，如
果按打折后的价格退款，折扣
的多少又非常容易扯皮，所以
过期月饼券退款的可能性并不
大。”

百年前“移民”入欧

这些大闸蟹早在1900年就
开始“移民”到欧洲。1912年，德
国首次有官方报告说，发现了这
种中国特有的大闸蟹。1933年，
德国科学家调查后认为，大闸蟹
是通过商船的压舱水从中国“移
民”到欧洲的。自此，这种“什么
都吃”的八脚猛士开始在欧陆江
河横行，甚至对本土物种的生存
构成严重威胁，从而成为德国地
区唯一的淡水蟹种。每逢盛夏，
生活在易北河等水域里的成熟
大闸蟹开始展开“地毯式”迁徙，
不远千里地远上北海，为翌年春

天的传宗接代做好准备。
德国《焦点》周刊认为，中国

大闸蟹“入侵”德国河流：是“全
球化的产物”。不过，德国慕尼黑
大学生物学教授盖斯特对此不
以为然。他说，这是自然界发展
中的一个正常过程，只不过这一

现象现在过于常见。

渔民卖大闸蟹赚钱

以前，德国渔民对付大闸蟹
的繁衍，主要是把捕捞来的螃蟹
用于制造肥皂或动物饲料，或者
简单地将它们大量杀死，但效果

并不明显。同时，他们反对用化
学药物杀死大闸蟹，因为这样可
能杀死鳗鱼等鱼类。后来，路德
维希鲁斯特一带的渔民成为第
一批开始“吃螃蟹”的人。他们定
期向爱好美食的中国、越南家
庭，以及亚洲超市、餐馆出售大
闸蟹，每公斤能卖到5─8欧元。

据称，由于欧洲水域没有其
他品种的淡水蟹，当地人也不食
用这种外形奇怪的动物，中国大
闸蟹在欧洲近百年繁殖过程中，
保持了品种的纯正。2003年起，还
有中国商人开始将德国大闸蟹
运回中国繁殖。

据《大公报》

格相关链接

中国大闸蟹在德国泛滥成灾
毁坏渔网，伤害鱼类，破坏堤坝……来自中国的大闸

蟹如今在德国河流泛滥成灾。根据世界自然基金会
(WWF)的资料，这些大闸蟹已经造成高达8000万欧元(约
7 . 8亿港元)的经济损失。不过，德国渔民最近找到一个“两
全其美”的办法，把大闸蟹出售给华人餐馆，也算是“因祸
得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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