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年，孟先生在象山一家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购买一辆江铃牌多用
途货车，当场全额支付了购车款8万元。之后，孟先生在驾驶车辆过程中发现
变速箱有异响，就和该汽车销售公司沟通，工作人员确认该车辆是新车销售并
保证无任何质量问题。因双方无法达成一致意见，孟先生向工商部门投诉，在
投诉调查过程中发现，该车辆曾于一个月前销售给当地另一家公司，但在5天
后又将该车退还，并由该汽车销售公司为其另行更换车辆。孟先生将该汽车
销售公司告上了法院，认为这是典型的销售欺诈行为。

法院经审理认为，根据原告孟先生提供的机动车注册登记证书载明，车辆
的使用性质为非营运，被告没有证据证明原告购买该车用于经营或其他非生
活消费，故可以认定原告向被告购买商品即机动车是为了满足个人的生活消
费。因此，本案属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调整范畴。本案被告作为汽车销
售商明知涉案车辆曾销售给他人，并被他人使用后退回，却未就该情况向原告
履行告知义务，其行为应认定为欺诈行为。

最终，法院作出以下判决：撤销原、被告双方签订的汽车销售合同；原告于
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被告车辆使用费3000元；被告于判决生效之日
起10日内将购车款全数退还给原告，并赔偿原告相应的购置税和保险费，赔
偿原告24万元（按购车款三倍计算）。

买来的新车竟然是二手的？
商家送的货不是自己订购的品牌？

消费欺诈
“退一赔三”没商量！

消费过程中，碰到哪些事，适用“退一赔三”呢？象山法院的法官
根据最近判决的两个案例，具体分析。

办案法官说，根据相关法律规定，消费者享有知悉其
购买、使用的商品或者接受的服务的真实情况的权利。

经营者向消费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时，应当恪守社会
公德，诚信经营，保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若一方当事人
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诱使对
方当事人作出错误意思表示的，可以认定为欺诈行为。一
旦构成消费欺诈行为，“退一赔三”没商量！

首席记者 王颖 通讯员 项杉萱

周先生则在象山一家装饰材料店购置了“喜盈门”品
牌的卧室门、厨房玻璃门等产品共计4万元，并签订了合
同。货到安装时，周先生却发现卖家送过来的货根本不是
自己购买的“喜盈门”。

原来，合同签订后，店老板经核算认为，如果完全按照
订单履行的话自己将会产生亏损，因此索性将代理的“谷
丰”品牌产品冒充“喜盈门”品牌产品送到了周先生家中。

周先生一气之下将黎某诉至法院，请求依法解除之前
订立的买卖合同，返还已付货款，并按照合同总价款的3
倍进行赔偿。

法院经审理认为，原、被告签订的《订货单》经双方签
字、盖章确认，内容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按约全面及时地
履行各自义务。

被告明知交付给原告的商品并非双方约定的“喜盈
门”的产品，被告的行为符合《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所认定
的欺诈行为。

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原告因生活消费购买产品遭受欺
诈，有权主张“退一赔三”，法院对原告要求被告返还已付
的货款并3倍赔偿损失的诉请予以支持。

二手车当新车卖 妄想瞒天过海

老板发现自己要亏 索性换了品牌送货

法官提醒

构成消费欺诈行为“退一赔三”没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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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菜时价格为88元，买单时却“涨”到了98元

一份菜单为何会有两个价格？
一份海鲜拼盘，点菜时价格为88元，买单时却“涨”到了98元。前天上午，

市民董先生给本报来电，吐槽自己与同事在餐馆就餐时遭遇的不愉快。“我们
叫了15道菜，刚开始的点菜单上写着544元，最后结账成了618元，其中9个
菜都‘涨价’了！”

近日，单位几个同事聚餐，董先生在城隍庙附近找了一家主打宁波菜的餐
馆，一共点了15道菜，大多是地道的宁波菜。

可没想到在结账时遭遇了纠纷。当老板娘告知总消费是618元时，董先
生心里产生了疑惑：“请把结账单给我看下。”

结账单上第一列标注的就是海鲜拼盘的价格，是98元。“点菜时不是88元
吗？”董先生随即要求老板娘把原始点菜单拿出来对比。

采访中他告诉记者，对方起初谎称那份点菜单丢失了，在他再三坚持并称
“不找到单子不结账”时，这才慢吞吞地把单子拿出来。

两份单子摆一起，罗列的菜一模一样，右下角标注的总价却不同，一份是
544元，一份是618元。“我们最终还是付了544元。回到家后，我仔细对比了
两份单子才发现，除了海鲜拼盘，还有8道菜被偷偷加价了。醋溜带鱼、咸蛋南
瓜都涨了10元，肉末茄子涨了8元……”董先生告诉记者。

店家对此作何解释？前天中午11点30分，记者来到这家餐馆。
“这件事是我理亏！”老板态度诚恳，直言这起纠纷他们并不占理，但他也

大倒苦水。“海鲜拼盘涨了10元钱的原因是我给他们多放了一只石蟹，但是没
有经过他们的同意，是我们的错。”

他说，看到他们一桌人吃饭，菜量不够，就自作主张加了点。“结账时，我们
跟厨师一核算，发现544元这么一桌菜，显然是亏本了，于是就涨了一些，总共
也就加价了几十元。”

顾客吐槽 88元的菜结账时成了98元

店家回应 菜量增加了，但没告知顾客

店家的行为是否如董先生所言，属于欺诈呢？记者请教了浙江尚甬律师
事务所律师陈翔。

“我认为这家餐馆的行为存在一定的欺诈成分。”陈律师说，餐馆菜价必须
明码标价，如果没有明确的菜单，那么必须在顾客就餐前提前告知。该餐馆如
此的经营行为是否存在欺诈？陈律师认为，《禁止价格欺诈行为的规定》第六
条第二款明确做了解释:对同一商品或者服务，在同一交易场所同时使用两种
标价签或者价目表，以低价招徕顾客并以高价进行结算，可认定为欺诈。

记者 陈烨

律师说法 店家行为存在欺诈成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