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北京晚报》

“980元越南游”被诱导购物32万元、赴日旅游带回20多万元保健品……
近期，老人境外游遭遇“消费陷阱”的事件被频频曝光。那么，老人境外游遇到
大额消费纠纷，回国后该如何处理？记者采访有关专业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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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免税店买到国内曝光产品

60多岁的李阿姨报团赴日旅游，本来挺满
意的行程，直到回国后才知道自己被坑了。

“在东京，导游说‘日本很多东西都适合带
回国’，就把我们拉到新宿一处免税店。”李阿姨
回忆，免税店虽地处繁华闹市，但没什么客人。
导游解释说：“这是专门针对中国旅行团的免税
店，物品丰富、价格优惠，而且导购都会中文，可
以无障碍交流。”

免税店一层销售家电，二层主要经营保
健品，还标着各种标签：全国第一、No.1、第
一位……“感觉日本所有好东西都汇聚在此
了。”李阿姨说，“售货员都自称是在此打工的中
国留学生。接待我们的一个小姑娘销售经验就
挺丰富，特别能聊中老年人的问题。”

“阿姨，您看，像我爸妈那样的老年人，快60
岁了多多少少都有便秘问题，这款‘青汁’长期
喝特别有效，我自己都会定期给我爸妈邮寄回
去……”李阿姨听着推荐，想起老伴儿确实便
秘，就一下子买了10盒。

随后，在导购的推荐下，李阿姨还购买了10
瓶某品牌纳豆激酶，据说对清理血管、补钙都非
常好；购入了不少鱼油、辅酶Q10、护肝素、钙片
等保健品。这些商品单价从几万日元到几十万
日元不等。李阿姨说，当时来不及换算汇率，大
概总共花了几万元人民币。

回国之后，以为捡了个大便宜的李阿姨向儿
子显摆“战利品”，儿子却告诉她：“东西买贵了。”

李阿姨的儿子在国内网站上一一比对所购
商品，发现同品牌“大麦青汁”，网上销售单价在
80多元到120元人民币之间，而李阿姨的购入
价格约为180元人民币。其他商品单价也普遍
高出几十元人民币，有的商品甚至查不到任何
信息，特别是一款眼药水，竟然曾被曝光对眼部
健康有伤害。

李阿姨把情况反馈给导游，但对方回复：价
格是免税店定的，和旅行社没有关系。如果要
退货，只能自行和日本那边沟通。“就当花钱买
个教训吧。”李阿姨最终当了“冤大头”。

越南低价游遭遇各种名目收费

去年，姜阿姨和几个退休在家的老同事约
着前往越南旅游，几个人报了一个“980元8天6
晚”的旅游团。谁知道，旅程开启就开始了一场

“付费之旅”。
“我们这个团全是退休的老人。”姜阿姨说，

刚到越南，导游就按照“惯例”向每人收取给导
游和司机的小费。到了下龙湾，又要收取船费
和越南导游小费，说是不包含在团费里。快到
岘港的时候，又有“海关人员”上车检查，结果却
推销起了保健品，没人买就不让车走；后来，又
以办理边境证需等待为由，导游将整车人拉到
一家“越南国家免税店”……整个行程，不时冒
出各种名目的“缴费”。

在“越南国家沉香博物馆”，一个自称“专
家”的人吹嘘沉香能救命，忽悠老人买各种沉
香串。回想起这段经历，姜阿姨感觉有些后
怕，因为她后来在网上看到有人分享家人在越
南旅游的经历：通过熟人介绍，老人参加了一
家保险公司组织的芽庄旅游团，结果被忽悠花
费10多万元买了三条沉香手串，回国后检测，
被认定为假货。

为了挽回损失，这位网友向当地旅游部门
投诉，还联系了国内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但都没
有得到满意的处理结果。他只能无奈留言：广
大网友如果有维权成功或类似经历，请帮忙支
支招。

免税店买的便宜货比国内还贵 低价出境游却被收取各种费用

老人境外游被坑就该认栽吗？

■■导游导游支招支招

子女提前帮老人做好“功课”

宋先生是某知名旅行社资深导游。针对如何保障
老人境外游消费安全，他给出三点建议。

首先，旅游报团不能只看价格。宋先生说，超低价
团背后往往隐藏着强制购物、诱导消费等风险。因此，
在老人签订合同之前，子女务必核查旅行社资质，可用
天眼查、企查查等检查旅行社是否有纠纷、投诉，避开

“高危”旅行社。
其次，子女应做好“功课”，帮助老人提前拉好购物清

单。“在境外，老人比年轻人更容易冲动消费，一听到‘特
产’‘限量’‘免税’‘低价’……老人就要买买买。”宋先生
说，针对老人旅行的目标国家，子女可以先查好当地有哪
些知名免税店、商店以及值得购买的特产，把店铺名称、
商品信息、价格等，以图文形式存在老人手机里，让老人

“按图索骥”，避免因语言不通、不熟悉当地物价而受骗。
最后，如果子女不能陪同老人旅行，也一定要做好

“隐形”陪伴，包括多打电话、多视频，及时了解老人的旅
行情况，如果有问题，能尽快帮老人解决。宋先生还建
议，子女最好把当地中国大使馆电话录入老人手机里，
真遇到危难情况，向大使馆求助是最保险的方法。

■■专家专家观点观点

违规安排购物可投诉维权

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
音江表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旅行社不得
以不合理的低价组织旅游活动，诱骗旅游者，并通过安
排购物或者另行付费旅游项目获取回扣等不正当利
益。旅行社组织、接待旅游者，不得指定具体购物场所，
不得安排另行付费旅游项目。如果旅行社存在违规安
排购物行为，导致旅游者权益受到侵害的，可以在旅游
行程结束后30日内，要求旅行社为其办理退货并先行
垫付退货货款。

如果与旅行社协商不成，可以向消费者协会或旅游
主管部门投诉，必要的时候也可以通过申请仲裁或到法
院起诉的方式维权。陈音江特别提醒，到境外旅游的消
费者，境外商品可能存在宣传信息不对称、执行标准不
统一、产品质量不可靠、售后维权不方便等问题。消费
者在购买前要保持冷静，不要冲动消费，可以通过网络
等渠道了解产品特性、大致价格范围、退换货等售后途
径，尤其是贵重物品（如珠宝、名表）、宣称具有特殊功效
的产品，更要审慎选购。否则，遇到权益受损问题，由于
跨境等原因往往很难维权。

■■法官法官说法说法

遭遇套路消费须做好取证

“近年来，随着境外游业务发展，法院陆续收到了类
似案件。目前，法院已形成严惩旅游欺诈、依法保护旅
游者合法权益的裁判导向。”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法
官胡美青介绍。

“我国民法典、旅游法、消法，对于消费者保护还是
比较全面的。”胡美青说，但棘手的是，境外维权面临语
言障碍、商家难寻、取证困难、成本高昂等问题，旅行社
与购物点常互相推诿，导致老人维权困难，很多时候只
能无奈当“冤大头”。

“最主要是做好取证工作。”胡美青提醒，如果老人
在境外遭遇套路消费，一定要及时保存好合同、行程单、
发票，对强迫购物、虚假宣传进行录音录像，保留所有购
物小票、商品实物及包装，并且争取同行者证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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