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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518/2021_2022__E7_94_B5_E

5_AD_90_E5_95_86_E5_c40_518032.htm 随着电子商务等新销

售模式的涌现，消费者现在购物是越来越方便了，有很多"宅

男宅男"和出门不方便的人士，如老人，就选择了网上购物或

是电视购物。看电视的人应该都看到过电视购物广告，如"黄

金手机""保健按摩仪器"等等，消费者在享受电视购物方便的

同时，却被一些虚假宣传的电视购物广告欺骗。 目前电视购

物侵害消费者权益投诉上升的趋势，北京市消协近日公开揭

露电视购物行业存在的四大陷阱。 "创造"广告视觉效果忽悠

消费者电视购物，消费者只是通过广告了解商品的相关信息

，为此，经营者会在广告上大下功夫。通常的手段：一是反

复轰炸，赢得视觉效果。二是过分夸大产品功效或采用虚假

的演示进行欺骗性的销售诱导。三是利用消费者名义或形象

进行宣传。四是设置价格诱惑，刺激购买欲望。五是部分广

告内容低级庸俗。 经过经营者的华丽包装，消费者往往在对

产品不了解的情况下就下了订单，等付完款拿到产品，消费

者才发现产品并不像广告宣传的那样，这时候消费者往往陷

入懊恼无助中。 对于电视广告出现的问题，很多消费者把责

任推到法律不健全上，其实我国法律是有相关规定的。中国

人民大学教授刘俊海则认为，目前的法律并不缺失，也未过

时。刘俊海说，电视购物广告符合合同法第十五条第二款的

规定，"商业广告的内容符合要约规定的，视为要约"。因此

，只要消费者同意购买，广告内容就是合同的重要组成部分

，如果广告主不能履行广告中的内容，消费者可以追究其违



约责任。如果消费者认为广告主存在欺诈行为，还可以依据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四十九条之规定，要求广告主承担购买

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费用一倍的惩罚性赔偿责任。 那为

什么在法律有规定的情况下，经营者还敢夸大事实，欺骗消

费者呢?原因比较多，如有的消费者缺乏防范意识，对广告中

的宣传不经过核实鉴别，收到货物没有索取正规发票和经营

者的地址和电话信息。这样的话，一旦要起诉经营者，往往

缺乏足够的凭证和经营者的有效信息，即使起诉到法院，消

费者也很难胜诉，因为法院庭审最看重证据对诉求的支持。

百考试题编辑整理 若消费者找不到经营者解决问题，根据我

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三十五条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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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者赔偿后，属于生产者的责任或者属于向销售者提

供商品的其他销售者的责任的，销售者有权向生产者或者其

他销售者追偿。第三十九条规定， 消费者因经营者利用虚假

广告提供商品或者服务，其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可以向经

营者要求赔偿。广告的经营者发布虚假广告的，消费者可以

请求行政主管部门予以惩处。广告的经营者不得提供经营者

的真实名称、地址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依据这两条规定

，消费者就可有效防止产品销售者玩失踪而造成被动。F8F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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