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完善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片或格

式，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79/2021_2022__E8_AE_BA_

E4_B8_AD_E5_9B_BD_E6_c122_479371.htm 写在前面的话 尊

敬的各位前辈、各位朋友： 我曾经是一名为民请命的律师，

做过伸张正义的检察官，从政以后，闲暇之余也看看书，尤

其关注一些法律方面的文章，每当看到精彩之处，就不禁拍

案叫好，也偶有所得。近段时间，看了几篇有关消费者权益

保护方面的文章，觉得十分好，有些观点与自己的想法不谋

而合，兴致所至就班门弄斧了一篇，拙刀难雕美玉，仅博行

家一笑，足慰辛劳之愿。[内容摘要]：随着中国加入WTO和

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现行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亟待完善，

本文从完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意义、对准确定义消费

者概念的思考、消费者权益保护在合同法中的发展、消费者

权益保护在侵权行为法中的发展、消费者权益保护在诉讼法

中的发展等五个方面进行论述。[关 键 词]：中国 消费者权益

保护法 完善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是与中国

普通老百姓日常生活最密切联系的一部法律，该法自1993

年10月颁布实施以来，在唤醒消费者权益自我保护意识、加

快我国市场经济立法进程、促进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制建

设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进入新世纪，随着我国加

入WTO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消费者权益保护出

现了许多前所未有的新情况，如前不久频繁见报、争论不休

的“王海现象”、“砸奔事件”等等，其中有很多问题已经

充分暴露出现行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存在着理论上的误

区和条文上的缺陷，加强这方面的理论研究和法律修订已是



迫在眉睫的事情。在这里，笔者谈谈完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的一些肤浅之见，请法律界的朋友批评指正。 一、完善《消

费者权益保护法》的意义 从法理上讲，所谓法就是由经济上

占统治地位的阶级，通过国家制定或认可，并由国家强制力

保证实施的，调整人们行为或社会关系的规范。因此，谈论

一部法律对现实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意义，应当放在经济的、

政治的和社会的大环境中去探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也

同样如此。 党的十六大对消费者权益保护的立法提出了新的

要求。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是我国在新世纪

开始实施第三步战略部署的新形势下召开的一次盛会。大会

确立了今后二十年乃至五十年我国的奋斗目标是“全面建设

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并提出了“发展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的总体要求。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的执政党，是中国最广大人

民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把党的执政主张上升为国家意志成

为法律是社会主义法的显著特征之一。党的十六大精神是新

时期全面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必将对我国

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就消费者权益保护

而言，十六大精神及其内容在很多方面都作了明确的要求，

这对于进一步修改和完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将起到直接

的指导作用。如十六大报告中指出：“建成完善的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体制和更具活力、更加开放的经济体系”，并把“

健全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作为至关重

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同时强调要深化流通体制改革，整顿和

规范市场经济秩序。这就必然要求培育产权明晰、自主经营

、行为规范的市场主体，打破行业垄断和地区封锁，消除市



场优化资源配置的人为障碍，从而有利于经营者在平等条件

下参与市场竞争，同时对经营者也提出了加强信用建设、依

法合规经营的要求。国家将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通过经济

、法律和行政等手段完善宏观调控、加强市场监管，依法查

处欺诈售假、违背诚信等各种破坏市场经济秩序的违法犯罪

活动。所有这些，归根结底对保护消费者权益都是十分有利

的。 加入WTO对消费者权益保护的立法提出了新的挑战

。WTO是世界贸易组织（World Trade Organization）的英文

缩写，是全球最大的多边贸易机构，有着“经济联合国”之

称。中国加入WTO，标志着中国将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融入全

球经济一体化，必将启动中国经济体制、行政体制和司法体

制的新一轮改革，以适应WTO的规则和实践中国的承诺

。WTO规则虽然主要是规范一国政府的行为，并没有消费者

权益保护的具体规定，但是WTO的宗旨和消费者权益保护的

目标是一致的，我国政府在履行入世承诺并作出适合WTO规

则的重大调整中，必将产生对消费者权益保护更为有利的作

用。 入世是一把“双刃剑”。虽然入世后我国消费者将会有

更多的选择自由，但也会面临更多的诱惑和陷阱。一方面，

外国经营者进入国内市场后，有可能采取更加隐蔽的手法，

将在本国禁止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在中国实行，甚至会利用国

内消费者对“洋货”偏信盲从的心理，从事各种违规经营活

动，损害中国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由于中国市场

经济体制还很不完善，消费者自我保护意识和经营者自我约

束机制尚未完全形成，国内损害消费者权益的行为将在很长

一段时间内依然存在，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一些不法经营

者为了谋取非法利益，会变本加厉地采取更为恶劣的行径，



甚至不惜竭泽而渔。入世后的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形势不容

乐观，消费者投诉难、申诉难、索赔难等问题将在短期内很

难得到根本上的改观。因此，要在履行中国入世承诺的前提

下，进一步强化消费者权益保护的法制建设，尽快完善现行

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并制定一系列相配套的法规规章

，加大对消费者权益的保护力度，为消费者放心消费创造良

好的法治环境。 消费者权益保护立法的发展对其完善提出了

新的课题。任何一部法律从制定、修改到完善直至废除，都

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和发展规律。纵观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律

制度的演进历程，不难看出，消费者权益保护的专门立法是

随着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消费者权益问题的尖锐而出现的

，是与法律保护人权的历史进程同步的。早在18世纪以前，

由于市场经济不发达，消费者与经营者之间的地位是平等的

，其权利义务主要依合同来确定，仅依传统的民商法就能使

消费者所受的损害得到救济，这一时期的消费者权益问题并

不十分突出。到了19世纪以后，市场经济获得了充分发展，

在竞争中产生的垄断、不正当竞争和信息偏在等因素，导致

侵害消费者权益的事件愈演愈烈，消费者由于势单力薄，与

实力雄厚的经营者相比，实际上处于弱者的地位，单靠传统

的民商法已无法解决日益广泛而复杂的消费者权益问题，这

就迫使消费者寻求立法上的支持。尤其是在20世纪五六十年

代，西方国家爆发了“消费者权利运动”，强烈要求立法当

局对消费者给予法律上的特别保护，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逐渐

从民商法中分离出来，成为了经济法中一部独立的法律。 同

样，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的立法也会有一个与时俱进、创新

发展的过程。由于现行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是十年前颁



布实施的，当时正值我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制定

该法的时候，有很多问题考虑得不甚周详，规定得也不很具

体，因此今天适用起来在许多场合已是不太适应，甚至是无

能为力。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立法不完善。如在实

体法中，对该法适用范围的界定模糊，以致产生了“知假买

假”是否受该法保护的疑问；没有规定“召回”制度，对存

在潜在危险的严重缺陷可能造成的损害没有相应的对策；有

关间接损失的赔偿，尤其是精神损失赔偿几乎没有涉及，等

等。如在程序法中，没有采用举证责任倒置的做法，消费者

在举证方面明显处于弱势；现行的消费纠纷解决方式耗时费

力成本高，对普遍存在的小额消费纠纷没有建立一个好的投

诉解决机制，等等。其二，体系不健全。消费者权益保护的

立法绝不局限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这一部法律，而是一

个由民事法律规范、行政法律规范与刑事法律规范共同构成

、相互配套的法律体系。保护消费者权益应当成为我国市场

经济立法的宗旨之一，凡是与消费者权益有关的法律法规、

条例规章，都应当接受该宗旨和原则的约束和指引，不得与

之相冲突。然而，现行的不少立法是由政企不分的政府部门

起草的，其中就包含着不少违背公平原则、维护垄断利益、

侵害消费者权益的条款，如《电力法》、《邮政法》等等。

因此，有必要在加强消费者权益保护立法的同时，抓紧清理

和废除那些侵害消费者权益的法律文件，从而在整个法律体

系上构建完善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二、对准确定义消费者

概念的思考 在法学上，消费者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最重要的

主体，给消费者下个比较准确的定义，对于更好地保护消费

者权益十分重要。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条规定：“消



费者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其权益

受本法保护”。这里采用“为了⋯⋯需要”的构词形式给消

费者下定义，所以传统理论认为：消费者是指为了满足个人

生活消费需要而购买、使用商品或接受服务的自然人。这就

产生了一个疑义，不是为了生活消费而是为了其他目的购买

、使用商品或接受服务的人属不属于消费者的范畴，应不应

该受《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保护？反映在司法实践中就出

现了一个误区，“知假买假”者常因主观要件不符而得不到

法律上的承认和保护，从而忽视和宽宥了对“制假售假”者

的打击力度，这对于处在弱者地位的消费者来说是相当不利

的。 如何定义消费者的概念呢？笔者认为，应当从立法宗旨

和现实需要两个层面来考虑。保护消费者权益，制裁欺诈售

假行为，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立法本意；近年来，市

场上假冒伪劣横行，坑蒙拐骗猖獗，叫消费者防不胜防，让

执法者力不从心，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越来越多的消费者

强烈要求用“重典”来整治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因此，对

消费者的外延作扩大性解释是十分必要的。为了解决上述理

论问题，有的学者提出对消费者作如下定义：“非以盈利为

目的购买商品或接受服务的人”，这种定义虽然有了些进步

，但仍会给不法经营者以规避法律、逃避制裁的口实。也有

的学者主张借鉴国际标准化组织下的定义：“为了个人目的

购买或使用商品和服务的个体社会成员”，但这种定义又失

之过宽，因为个人目的有很多，从消费的角度来讲，既有生

活消费，也有生产消费，而为了生产消费的目的，其实是经

营者对经营者的合同关系，理应用《合同法》来规制，不应

违反公平原则，对其中一方给予法律上的特别保护。 综上所



述，笔者给消费者下这样一个定义：消费者是以非生产消费

需要而购买、使用商品或接受服务的自然人。这就排除了生

产消费的目的，把除此之外其他个人目的的消费者全部纳入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保护范围，扩大了消费者概念的外

延，消除了司法实践中的困惑，如可以把商品房消费、医疗

服务消费、交通旅游消费、金融保险服务消费等新兴领域中

的消费者也纳入该法的保护范围中，这样就更有利于保护消

费者的合法权益。这种观点妥否，还请法律界的专家和同仁

批评指正。 三、消费者权益保护在合同法中的发展 从消费者

权益保护法的历史角度来看，传统的民商法对其发展起到了

举足轻重的作用，最有名的就是“买者当心”原则，这反映

了契约自由的精神。因此，笔者认为探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不能割断其历史联系，应从《民法通则》、《合同法》等民

事法律规范中找到消费者权益保护的发展空间。 关于格式合

同的限制。格式合同是指当事人为了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

并在订立合同时未与对方协商的条款。格式条款的标的形式

多种多样，如“概不退换”、“后果自负”等等。由于格式

条款减少了交易成本、缩短了交易时间，因此为制订条款的

经营者广为使用，但同时也对消费者权益的保护提出了严峻

挑战，最明显的就是某些取得垄断地位的商家以此来减免自

己应承担的责任。为了强化对消费者权益的保护，各国立法

都普遍采取了对格式条款严格限制的措施。《消费者权益保

护法》第24条规定：“经营者不得以格式合同、通知、声明

、店堂告示等方式作出对消费者不公平、不合理的规定，或

者减轻、免除其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应承担的民事责任”

。1999年3月15日审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又



进一步做出了限制性规定，集中体现在《合同法》第39条、

第40条和第41条的规定中，这些条款理应适用于消费者权益

保护方面，主要是以下几个原则：一是提醒合理注意原则，

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应采取合理的方式提请对方注意免除或限

制其责任的条款。二是不合理免责条款无效原则，如造成对

方人身伤害、因故意或重大过失造成对方财产损失以及提供

格式条款一方免除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

利的，其格式条款无效。三是作有利格式条款相对人解释原

则，对格式条款的理解发生争议时，如果不能依通常理解进

行解释，应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合同法

》的这些规定，应当成为保护消费者权益的重要规定。 关于

消费者权利的扩展。消费者权利是消费者权益保护的核心问

题，随着入世和市场经济的发展，消费者享有的权利将会越

来越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列举了消费者九大基本权利

，如安全权、知情权、选择权、公平交易权、求偿获赔权、

受尊重权、监督权、结社权等，这些权利急需细化，同时应

按照国际人权运动的发展趋势，把消费者应享有的其他人权

也纳入法律保护范围之内，如隐私权、姓名权、肖像权、言

论自由权等。简单地说，就是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进一步尊

重消费者的安全权，经营者除了保证其提供的商品或服务符

合保障人身、财产安全的要求外，还应为消费者提供安全的

消费环境和场所，尤其要建立召回制度，也就是说经营者提

供的商品或服务存在严重缺陷，即使正确使用仍然可能对人

身、财产安全造成危害的，应立即中止、停止出售该商品或

提供该服务，商品已售出的，应采取紧急措施告知消费者，

并召回该商品进行修理、更换或销毁。二是进一步尊重消费



者的知情权，经营者在提供商品或服务时应尽各种信息披露

的义务，尤其对一些关键性信息，如商品的价格、产地、用

途、性能、有效期限、使用方法、售后服务等，应主动向消

费者告知，不得以不作为的方式进行隐瞒。三是进一步尊重

消费者的隐私权，隐私权的保护应当尽快列入法律保护的范

畴，经营者不得要求消费者提供与消费无关的个人信息，未

经消费者本人同意，也不得将已悉知的消费者个人信息向第

三人披露，这些个人信息应当包括消费者的姓名、性别、职

业、联系方式、收入状况等与消费者个人及家庭密切相关的

信息。四是进一步尊重消费者的选择权，特别是经营者进行

网上销售、上门推销，应当征得被访问消费者的同意，不得

以欺诈、耍赖等不正当方式进行兜售，并负责包修、包换、

包退。五是进一步尊重消费者的尊严权，经营者在提供商品

或服务时，不得以任何理由侮辱、诽谤消费者，不得搜查消

费者的身体或随身物品，更不得侵犯消费者人身自由，这应

当在《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和《刑法》中有所规定。六是进

一步赋予消费者的后悔权，消费者在买受商品后的一定时间

内，可以不需要说明任何理由，把商品无条件地退回给经营

者，并不承担任何费用。除了上述的一些权利外，我们还应

随着市场消费形式和内容的发展，随时扩展消费者的权利，

以更好地适应现代社会消费者权益保护的需要。 四、消费者

权益保护在侵权行为法中的发展 早期有关商品或服务给消费

者造成损害的，都是按违约责任来对待。随着消费者权利运

动的发展，侵权责任被看作是更有利于消费者权益保护的手

段，广为司法界接受和运用。笔者认为，为加大对消费者权

益的保护力度，违约责任和侵权责任应并存使用，而把选择



权交给消费者来支配。 关于责任竞合的法律选择。《消费者

权益保护法》第35条第1款规定：“消费者在购买、使用商品

时，其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可以向销售者要求赔偿。”这

实际上就是经营者基于与消费者之间的合同关系而产生的违

约责任。该条第2款同时规定：“消费者或者其他受害人因商

品缺陷造成人身、财产损害的，可以向销售者要求赔偿，也

可以向生产者要求赔偿。”这里就同时包含了违约责任和侵

权责任两种，但该法却没有允许消费者对两种责任进行选择

的规定，采取哪一种责任承担方式保护消费者权益呢？审判

实践中莫衷一是。倒是《合同法》第122条中的规定很值得借

鉴，该条规定：“因当事人一方的违约行为，侵害对方人身

、财产权益的，受损害方有权选择依照本法要求其承担违约

责任或者依照其他法律要求其承担侵权责任。”因此，在消

费者权益保护的过程中，出现了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竞合的

现象时，应赋予消费者自由选择的权利，既可以依《合同法

》的规定起诉，也可以依《产品质量法》的规定起诉，既可

以向销售者起诉，也可以向生产者起诉。这实际上就是强化

了对消费者权益的保护。 关于欺诈行为的赔偿责任。在这里

，所谓欺诈是指经营者故意告知消费者虚假情况或故意隐瞒

真实情况，诱使消费者作出错误意思表示的行为，主要的方

法是以假充真、以次充好、掺杂掺假、虚假标价等。欺诈作

为民事行为的一种，既可能发生在合同领域，也可能发生在

侵权行为领域。有的学者认为，发生在消费领域的欺诈，属

于合同领域，不在侵权行为领域。笔者认为，这种观点值得

商榷。因为欺诈有可能以合同的形式表现出来，但也可能根

本就不产生合同，比如经营者以商业广告、店堂告示等公式



方式向消费者作出许诺，如果消费者受该许诺引导而购买商

品或接受服务，却又没有要求将该许诺作为约定的内容，那

么经营者的这种许诺只是“要约邀请”，根本就形成不了要

约和承诺，也最终形成不了合同，即使该许诺已构成了欺诈

，也不能追究经营者的违约责任，但消费者权益受到欺诈的

损害是业已存在的。《民法通则》第106条第2款规定：“公

民、法人由于过错侵害国家的、集体的财产，侵害他人财产

、人身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这应当成为欺诈承担责任的

法律依据之一，也就是侵权责任；即便是以欺诈手段订立了

合同，该合同也是可以被撤销或确认无效的，也自然谈不上

追究什么违约责任了。在这里之所以要强调欺诈行为的责任

问题，主要是因为这涉及到了颇受争议的《消费者权益保护

法》第49条，该条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

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

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

的一倍。”双倍赔偿实际上就是欺诈行为应承担的惩罚性赔

偿，它有别于一般性的民事赔偿，具有补偿性和惩罚性的双

重特征，是我国民事立法的重大突破，其利大于弊，应该坚

持并推广，尤其是在保护消费者权益中更应当坚决地加以适

用，以鼓励全社会积极参与打假行动，共同营造良好的消费

环境。 五、消费者权益保护在诉讼法中的发展 为了更好地保

护消费者合法权益，仅仅依靠实体法是不够的，还要在诉讼

法上有所进展。我国诉讼法主要分三大块，刑事诉讼法、民

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这里主要谈谈民事诉讼法如何适应

消费者权益的保护。 关于程序问题。《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第34条规定了发生消费者权益争议的解决途径，但实践中往



往是协商不欢而散、调解难见分晓、申诉久拖不决、仲裁没

有依据、起诉精疲力尽，最后弄得消费者懒得奉陪、自认倒

霉，从而助长了经营者侥幸投机、恣意妄为的行为。究其原

因，除了因为我们有的衙门作风不好、办事不力外，很重要

的一点就是消费纠纷的数额虽小，但解决纠纷的程序繁琐，

尤其是打官司，劳时费力、不堪重负。因此应借鉴国外的做

法，专门设立小额消费纠纷法庭，综合《民事诉讼法》关于

简易程序和特别程序的有关规定，采取对消费者更有利、更

简便、更快捷的方式解决消费纠纷，如实行独任审判、一审

终审、短期审结等等，减轻消费者的诉讼之累。同时，根据

《民事诉讼法》第53条、第54条和第55条的规定，在消费纠

纷数额小、诉讼标的又是共同的或属同一种类，无论参与诉

讼的消费者人数确定还是不确定，都按共同诉讼的规定来处

理。消费者可以推选代表人进行诉讼；法院也可以发出公告

，说明案件情况和诉讼请求，通知不确定的其他消费者到法

院来登记，参与共同诉讼；法院就该案作出的判决和裁定，

对未参加登记的消费者来说，只要是在诉讼时效期间内提起

诉讼，诉讼标的是共同的或属同一种类，就直接适用该判决

和裁定。作上述这些程序上的规定，将极大地方便消费者解

决一些小额消费纠纷问题，对提高消费者自我保护意识也是

十分有益的。 关于举证问题。“谁主张谁举证”是民事诉讼

法证据制度的基本原则之一，它的含义是：没有证据或者证

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

人承担不利后果。坚持这一原则，可以说对消费者权益保护

是十分不利的。因为随着科技的进步，消费者很难对商品或

服务的科技含量有深刻的了解，一些重要的信息资料完全由



经营者所掌握，要求消费者举出自己不易得到的证据来证明

自己的主张，实在是太苛刻了。为解决这一矛盾，一些发达

国家对民事诉讼中的举证原则作了细化，规定不同情况下原

告和被告承担不同的举证责任，极为有效地保护了弱者的权

利。我们的民事诉讼法也应该借鉴这些有利的做法，在消费

者权益保护方面不断减轻消费者的举证责任，实行举证责任

倒置，由经营者承担主要的举证责任，如涉及商品的质量标

准、技术指标、安全性能等关键性证据，如证明没有欺诈、

没有侵权等行为的证据，等等。我国的司法实践和司法解释

中已经有了一些这样的规定，如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的《关于

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对当事人的举证责任、法院调

查收集证据的范围、举证时限与证据交换的程序以及质证、

证据审核认定等都作了明确的规定，其中第4条对因缺陷产品

致人损害的侵权诉讼规定了举证责任倒置，但仅仅这些是完

全不够的，应该有进一步突破性的规定，从而在程序上真正

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除了上述之外，消费者权益保护的

立法应该还有其他很多方面需要发展，如刑法上的、行政法

上的、民法上的，如国家对消费者权益的保护、消费者组织

的作用，等等。一些地方性法规，如《北京市消费者权益保

护条例》、《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等，在很多方面

都提供了很好的探索，为《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进一步修

订和完善必将发挥积极的作用。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消费

者权益保护的立法将会取得长足的进步，广大消费者权益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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