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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工商、质监、消协做客本报为消费者在线答疑

职职业业打打假假人人同同样样受受消消法法保保护护

13日，本报刊登了省质监局
公布的抽检不合格产品名录。
对此，部分读者拨打 9 6 7 0 6询
问，类似的信息平时可以从哪
里看到？产品不合格，厂家会受
什么处罚？

“产品抽检作为省质监局的
重要工作之一，其结果都会公
布。”省质监局工作人员介绍，抽
检结果一般在省质监局官方网站
上公布，消费者可以登录查看。据
介绍，去年省质监局共抽查了
2535家企业生产的2999批次产
品，合格2529批次，产品抽样合格
率为84 . 3%。

“今后，省质监局将加大对不
合格产品的公开曝光力度，通过
与媒体合作，让消费者更便捷地
了解抽查结果。”这位工作人员表
示，质监局的产品抽查重点是与
消费者密切相关的产品，新政策
实施、社会热点涉及的产品和近
年来监督抽查合格率较低的产
品，而在受检企业的选择上，以质
量不稳定的中小企业和有过监督
抽查不合格记录的企业为主。

省质监局稽查局副局长王景
涛表示，不合格产品不仅仅要曝
光，还要强化后续处理。对产品质
量不合格的企业，稽查局会依法
处理，有效震慑不合格企业的违
法行为。

三部门一个半小时内接听了
读者50多个电话。

本报记者 戴伟 摄

从超市买到假货是向
超市还是厂家索赔？网上购
物被骗了，要怎样便捷维
权？知假买假受不受法律保
护？新消法对这些情况都有
怎样的规定？

13日上午，本报邀请省
工商局、省质监局、省消费
者协会的工作人员做客本
报呼叫中心，为读者解读新
消法，接受读者的消费权益
咨询。一个半小时里，工作
人员通过电话、微博、微信
答复读者疑问50多条，涉及
虚假宣传、电梯安全、汽车
三包、代购涉假等多个领
域。

“职业 打 假 人 也 是 购 买
者，作为购买者，他就受到消
法的保护。”省工商局消保处
处长李培杰说，职业打假人知
假买假的行为一样受法律保
护。

李培杰说，上个月最高法

院发布的一个指导性案例中，
消费者购买的15包香肠涉嫌过
期，经营者以消费者是职业打
假人为由提出抗诉，但法律最
终判定该抗诉无效。

省消协投诉部工作人员宋
文峰表示，对涉及职业打假人

的消费投诉，消协一般都按照
普通消费者进行处理。“无论
是谁，只要是实施了购买行
为，就具备了消费者的身份，
其 购 买 行 为 就 受 到 消 法 保
护。”宋文峰说。

律师唐雪宇认为，之所以

将知假买假者列入法律的保
护范围，主要是考虑知假买
假 者 虽 然 主 观 上 是 为 了 牟
利，但客观上确有净化市场
的效果，其对于打击无良商
家、抑制制假售假行为有着
积极的社会意义。

在超市买到假冒伪劣食
品之后，应该向厂家还是超市
提出维权申请？菏泽一位消费
者拨打电话反映，她在当地一
家超市买到了变质食品，向超
市投诉，超市却让她去找厂家
索赔。对此，李培杰表示，这样
的情况，厂家和超市都要负责

任。
“根据《食品安全法》第39

条，食品经营者应当建立并执
行食品进货查验制度。超市作
为经营者，有义务保证其所销
售的产品质量合格。”李培杰
说，去年3月，省工商局开展了
以食品经营者进货检验食品合

格证或合格印章等合格证明文
件为核心内容的食品质量准入
试点工作。

“我们约谈商场、超市，要
求他们严格按要求进货，这样
他们就会倒逼生产企业按照
食品质量准入的要求供应食
品。”李培杰说，去年7月底之

前，山东各地已经组织2000平
方米以上的大型商场、超市，
试点开展5大类食品质量准入
试点工作，分别是乳制品、酒
类、食用油、调味品和饮料。

“以后，这个工作将继续扩大，
更多种类的食品、更多的超市
都会被纳入。”

“我前几天在淘宝网上代
购了一双法国名牌鞋，但我怀
疑是假货，我该怎么处理？”13
日，一位读者致电96706咨询，
希望能得到省消协的帮助。

省消协工作人员张有文答
复说，最简单有效的办法是通
过淘宝网客服中心举报该卖
家，并申请维权。“这位消费者

首先要证明这双鞋是假冒伪劣
产品。”宋文峰说，如果淘宝客
服不能顺利解决，消费者可以
再向消协投诉。

张有文说，近年来因网购产
生的纠纷投诉增长很快，而且涉
及事件非常复杂。“网购投诉的
问题主要包括网上广告难辨真
伪、商品质量难以保证、货款支

付存在风险、物流配送问题时有
发生、售后服务很难到位等。”

说起网购维权，张有文坦
言比较困难。“网购关系中，经
营者和消费者地域间隔远，给
维权造成一定难度，有时候联
络经营者都非常困难。”张有文
介绍，一般情况下，消协会通过
跟网站、经营者所在地消协合

作等方式，帮消费者维权。
“至于代购，除了我国港澳

台我们能寻求当地消费者维权
组织帮助外，国外维权非常困
难。”张有文建议消费者网购
时，首先要查证相关网店卖家
的资质，谨慎甄别网上商品，留
心售后服务，并选择安全的付
款方式。

本报记者 林媛媛 李虎
实习生 万汶柳 马文文

网上买到假货，怎样索赔更方便？

超市把售假责任推给厂家咋维权？

商家不赔职业打假人合理吗？

不合格产品信息

平时从哪儿查？

省工商局消保处处长李培杰接听并解答读者的疑问。 本报记者 戴伟 摄

1

2

3

4


	A08-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