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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评

案件回放

一条差评引来一堆麻烦事，
快餐店把顾客告上法庭。

2016年1月，丰县小伙张强
通过某网络外卖平台，在一家名
为顺顺的快餐店点了一份外
卖。张强食用后，感觉不佳，便
随手在该平台给予差评，并留言
评论。此后，张强更换了其它网
络外卖平台，并经常点该快餐店
的外卖，先后点餐近20次，不过
期间张强都未予以差评。同年
10月的一天，张强再次点购顺
顺快餐店外卖，食用后给予了五
星好评，不过张强在留言区，对

其中一道菜提出改进意见。
没想到张强这条五星好评

后留下的改进意见，一下子激怒
了顺顺快餐店。快餐店负责人
本就对张强之前的差评耿耿于
怀，发现张强再次“挑刺”，快餐
店认为，该名顾客就是在故意找
茬，他们还将顾客更换网络平台
点餐行为，理解为是“别有用
心”。双方在网络争论后，快餐
店负责人还根据送餐地址，直接
上门找张强理论。

张强认为自己根据消费体
验做出客观评价，没想到引来商
家找上门骚扰，生气之下，他将
自己的经历发到了网上。没想

到，这次更大麻烦来了，顺顺快
餐店以张强的行为对其构成侵
权为由，直接将其告上了法院，
要求张强限期消除影响、公开赔
礼道歉，并赔偿损失5000元。

法院判决

不能苛求买家必须给好评，
快餐店诉求被驳回。

丰县法院审理后认为，外卖
平台之所以设置买家评论功能，
是考虑到网络购物具有虚拟性、
无法提供足够的商品参考信息
等特点，希望通过买家网购后的
真实体验评论，在买卖双方之间

构建一个信息对称的平台，买家
有权基于自己的消费体验，在卖
家的店铺评论栏中给予评价。
只要这种评级和评论不是基于
主观恶意的目的，卖家则不能苛
求每一个买家必须给予好评。

本案中，张强在顺顺快餐店
点餐达二十余次，仅两次评论为
服务差或食物不好，不能因此推
断其具有故意损害顺顺快餐店
声誉之目的。此外，张强在用餐
后给予的评论，仅是其购物后的
一种主观体验，其表述“油炸致
癌”亦是一种客观陈述，没有特
指，内容并不涉及侮辱、诽谤之
意，因此不构成名誉侵权。

对于张强在论坛发帖的行
为，一方面其所发网帖标题及内
容中并没有披露店名和店主姓
名，故无法谈及会给顺顺快餐店
带来负面的社会影响；另一方
面，顺顺快餐店店主承认曾去张
强家里质问张强为何给予差
评。张强发帖的内容主要是对
自身所接受服务的感受和评价，
以及对于店主找上门质问行为
的情绪宣泄，其发帖行为并没有
构成以侮辱、诽谤的方式侵害顺
顺快餐店的名誉权。因此，法院
判决驳回顺顺快餐店的全部诉
讼请求。

（中经网）

点差评成被告 法院支持消费者
网上点了外卖,发了一条差评，没想到引来一堆麻烦事。商家不仅找上门理论，还把顾客直接告上了法院，要求顾客公开道歉，

并索赔5000元。近日，徐州丰县法院审结了一起案件，法院驳回了原告的全部诉求。法官表示，商家对消费者非恶意的评论有容
忍义务。

饼干已过期，超市却公然以“买
一送一”的方式向消费者搭售。日
前，四川绵阳的一家超市因违法搭
售食品被罚款1.5万元。

记者了解到，2017年3月20日，
四川省绵阳市涪城区食品药品和工
商质监管理局根据群众投诉举报，
对辖区内乔玛特超市进行现场检
查，查实该超市预包装食品零售区
有4袋多恩迷你经典薄脆饼干，标
示的保质期至2017年02月26日，
已经超过保质期24天。该超市将4
袋饼干分别用黄色胶带捆绑于同类
包装的饼干上一并销售，胶带上有
“买一送一”字样，价格为23.8元/
袋，共计95.2元。

该局认定，该超市销售超过保
质期食品的行为违反了《食品安全
法》第三十四条第十项的规定，依照
《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的规
定，对其作出没收违法经营的食品，
并处1.5万元罚款的处罚。

针对此案，四川瑞利恒律师事
务所律师点评称，从市场逻辑上
来说，搭赠食品不同于一般意义
上的赠送，其存在的基础在消费
者购买了其他食品的前提之上，
因此商家的销售行为与搭赠行为
密不可分，理应对搭赠食品承担
责任。从法律角度看，相关法律
规范也明确了赠品与商品具有同
等的法律地位。2016年原国家工
商行政管理总局发布的《流通领
域商品质量监督管理办法》规定，
“ 奖 品 、赠 品 等 视 同 销 售 的 商
品”。2006年商务部发布的《零售
商促销行为管理办法》规定，“零
售商开展促销活动，不得降低促
销商品（包括有奖销售的奖品、赠
品）的质量和售后服务水平，不得
将质量不合格的物品作为奖品、
赠品”。可见，法律中的奖品、赠
品跟商品一样，不仅要求质量过
关，还应保障售后服务质量。

（消费网）

超 市 搭 售 过 期
饼干被罚1.5万元

男子在超市购买4瓶假茅台酒，想以
此来索取高额赔偿；超市老板对男子知假
买假的行为非常气愤，认为自己上了男子
敲诈的圈套，两人争执不下，闹上法院。
近日，在长江日报人民调解中心的协调
下，双方达成调解协议，超市支付男子赔
偿款1.5万元。

此前，胡某（化名）在江汉区某超市购
买了4瓶茅台酒，花费了6320元。购买时，
他用手机拍摄了购买的视频，还让老板赵
某（化名）在每瓶茅台酒的编号上签字，证
明购买的的确是这几瓶酒。购买当天，胡
某就将这家超市投诉至相关职能部门，要
求超市赔偿6万余元，但未调解成功。

随后，胡某向茅台酒厂提出申请，要鉴
定这4瓶酒的真伪。茅台酒厂工作人员鉴

定了其中的3瓶酒（因为一瓶开了包装，只
能鉴定未开包装的酒），确定为假酒无疑。
于是，胡某将超市老板告上江汉区法院。

在诉讼前，长江日报人民调解中心委
托调解员、湖北典恒律师事务所律师张典
对此事进行调解。一开始，双方争议很
大。赵某认为，自己也是从上家进的货，
并不知道卖的是假酒，而且他对胡某明知
道酒有问题还购买非常气愤，认为胡某属
于敲诈。胡某却觉得自己的行为依法依
规，况且超市的确卖的是假酒，理应赔偿。

看到这种状况，张典让双方都消消
气，再分别调解。张典告诉胡某，虽然他
购买的酒的确是假酒，但其要求10倍赔
偿的请求法院不一定会支持，目前法院对
于非食品领域的打假非常谨慎。此外，胡

某并不是武汉人，通过法院判决的方式耗
时长，花费的精力多，只会劳神劳力。另
一方面，张典也告诉超市老板赵某，目前
其出售的茅台已经被鉴定为假酒，再往后
打官司的话肯定是对其不利，一旦法院判
决下来后，相关管理部门也可能会对售假
行为再次做出行政处罚。

最终经过调解，双方自愿达成协议，
由赵某所经营的超市向胡某支付1.5万元
赔偿，其余费用及损失胡某同意放弃。

张典律师表示，虽然胡某这种知假买
假的行为不可取，但消费者平时在购买价
值较高的商品时，应注意留存证据。如可
在购买商品的单据上写清楚具体的编号
等，以免后期出了问题后方便维权。

（报摘）

男子购4瓶假茅台索取6万元赔偿未获法院支持

近日，国家广播电视总局通报，宣传
“邦瑞特植物防脱育发露”“汉方育发素”
“飘宣秃大夫发根活力素”的电视广告，
存在夸大夸张宣传、误导受众等严重违
规问题，已要求各级广播电视播出机构
停止播出。

对于有“发际线焦虑”的人来说，防
脱育发产品有着一定的吸引力。一些厂
商瞄准这一市场，为谋取利益不惜损害
消费者权益，极力夸大产品效果，制作传
播虚假广告。以“邦瑞特植物防脱育发
露”为例，其宣称“3天止脱发，21天长新
发，3个月植发造林”，利用假专家、假患
者为虚假宣传造势，而这款“神产品”在
不同版本的广告中，竟然连名称、发明
人、成分都不一致。赤裸裸的欺骗，误导
了广大消费者，也违反了广告法等法律
规定。

长期以来，一些虚假广告屡禁不绝，
与处罚力度过轻、执法不严有关。几百
元、几千元的处罚，相对违法广告的获益
来说，不过是九牛一毛，难以形成有效震

慑，更让少数人铤而走险。俗话说，重典
治乱，猛药去疴。面对虚假广告这个沉疴
痼疾，必须整合力量、重拳出击。近年来，
相关整治力度不断加大，例如“医药广告
演员”胡祖秦就被刑拘。类似因虚假广告
入刑的案例越多，相关执法越严格，广告
市场就会越清朗。

处罚力度是一方面，处罚对象是另一
方面，要让处罚达到应有效果，这两方面
都是应该关注的重点。此神医被查、彼神
医登场，高压之下虚假广告的死灰复燃，
值得深思。现实中，广告出演者、当事企
业常被追责，而广告刊播平台往往只是被
处以罚款。事实上，虚假广告借助于大众
媒体传播，依赖的是大众传媒的权威性和
影响力，对消费者具有很强的迷惑性。新
闻报道要讲导向，广告宣传也一样。无论
是报纸、电视台等传统媒体，还是社交网
站、客户端等新平台，都必须坚守媒体的
社会责任，不能见利忘义、违背事实。当
好内容把关人，畅通群众举报渠道，真正
杜绝刊播虚假广告，才能封堵住虚假广告

的传播路径，使其彻底淡出百姓生活。
虚假广告的伎俩不难识破，为什么却

有不少人上当受骗？我们常说“不看广告
看疗效”，但经过电视广告等大众传播的
演绎，一些人误将广告特效当成产品疗
效。应该说，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公众
愈发关注生活质量，愈发关心健康问题。
然而，与之相应的，则是健康素养还有待
提升。一项调查显示，2016年中国居民
健康素养水平为11.58%，整体水平还比
较低。当强烈的需求遭遇知识的短板，不
少人难免被夸大其词的虚假信息遮蔽双
眼。因此，在加大监管力度、收紧执法尺
度的同时，还需以“健康科普”不断提高公
众的健康素养，才能让虚假广告失去生存
空间。

健康是美好生活的基石，回应公众的
健康需求，是建设健康中国的必然要求。
多管齐下，补齐监管短板、释放治理效能、
落实平台责任、加强健康普及，消费者才
会远离虚假广告的危害，更加快乐、舒心、
健康地生活。 （李建）

让虚假广告失去生存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