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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仓商品是否支持七日无理由退换
货？对于缺货、价格标示错误等情况，商
家有权自行取消订单吗？根据近期网络
购物不公平格式条款的调查，中消协 22
日对消费者反映强烈的几类不公平格式
条款进行了点评。

远程购物七日无理由退货是消费者
法定权利，经营者不能以“清仓”“尾货”

“特殊商品”等名义擅自扩大不适用七日
无理由退货的范围。根据消费者权益保
护法，除法律规定四类特定商品以及其他

“根据商品性质并经消费者在购买时确认
不宜退货的商品”，不适用无理由退货外，
消费者自收到商品之日起享有七日无理
由退货的权利。

经营者发布的商品信息符合要约条
件的，消费者选择该商品提交订单并支付
货款后，网络购物合同成立并生效，经营
者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交付商品的义
务，经营者以商品不能采购到货或价格设
置错误为由取消订单的行为构成违约。
在没有征得消费者同意的情况下经营者
直接做“砍单”处理，消费者可以选择要求
经营者继续按照之前的约定发货，在经营
者已经实际无法按照约定发货的情况下，
消费者可以要求经营者退款并承担相应
的违约责任。

对于通过实施虚假宣传等欺诈手段

售卖商品的经营者，消费者有权依法向其
主张三倍赔偿。“仅支持退款，不承担（支
持）惩罚性赔偿”类的格式条款，明显减轻
了经营者的赔偿成本，是对其违法行为的
纵容，限制了消费者获得惩罚性赔偿的权
利。对平台内经营者知假售假的行为，平
台亦应当按照相关法律规定以及协议约

定依法进行处理，通过追究经营者的违约
责任最大程度补偿消费者。

经营者变更格式条款文本时，应当按
照法定要求进行事前公示，并采取合理方
式提醒消费者注意与其有重大利害关系
的条款。变更条款生效前，经营者应当取
得消费者明示同意，否则不对消费者发生

效力。经营者不能以公示或者消费者默
认等形式代替消费者同意。

一般情况下，商业广告属于要约邀
请，不构成买卖合同的部分。但如果商品
详情页中对于商品的描述有明确具体的
参数等内容的，则构成要约，成为合同的
主要内容。例如手机销售页面中对手机
性能参数、屏幕信息、系统与硬件信息等
内容的具体描述，构成了消费者了解商品
情况的必要信息和主要决策依据，实质上
构成了合同的组成部分，如果经营者在此
过程中因存在宣传介绍在内容上的错误、
失真并对消费者构成误导，则涉嫌构成虚
假宣传。

经营者在征求消费者是否同意接收
商业信息时，应当单独获得消费者明示同
意，不应在一揽子协议中默认消费者同
意。未经消费者明确同意或者消费者明
确拒绝的，经营者不得向消费者发送商业
性信息。即使消费者同意的，经营者也应
当向消费者提供显著、简便、免费的拒绝
继续接收的方式，以便消费者随时拒绝接
收；消费者拒绝接收的，经营者不得更换
名义后再次发送。

消费积分、代币、代金券等互联网产
品及服务具有一定的财产性，未经消费者
同意，经营者不得擅自使用或处分，否则
应当承担相关法律责任。

督查组结合实地走访情况初步统计
估算，2017年至今，太原市近5000名学生
购买了龙之门等公司的“智慧课堂”服务，
这几家公司以此收费约2400万元。自推
行“智慧班”以来，太原市教育局已多次收
到家长信访件及意见反馈。

据悉，今年 8月，山西省教育厅就曾
将一条国务院“互联网+督查”平台反映
的太原市第六十六中学“智慧班”收费
8800元的问题转办。该校自查后认为，

“没有乱收费现象发生，但是在与家长的
沟通方面存在不细致、对政策的解读不到

位不全面的现象，使家长产生了不必要的
误会”。太原市教育局于8月14日将此结
论报告了省教育厅。

督查组表示，山西部分学校在推行
“平板教学”过程中，存在暗示和变相强制
学生购买网络学习资源和捆绑销售的平
板电脑问题，违反了教育部等五部门《关
于进一步加强和规范教育收费管理的意
见》中“不得强制或者暗示学生及家长购
买指定的教辅软件或资料”和教育部等八
部门《关于引导规范教育移动互联网应用
有序健康发展的意见》中“作为教学、管理

工具要求统一使用的教育移动应用，不得
向学生及家长收取任何费用”等规定。

此外，督查组认为，这些学校的做法，
还存在过度使用电子产品教学损害青少
年视力、违规按“平板教学”分班等问题，
且强制推销容易滋生腐败。

督查组认为，利用信息化进行教育改
革创新是大势所趋，但不应将成本转嫁给
学生和家长，把难以支付“平板资源费”的
学生拒之门外。同时也应注意保护学生
视力，合理使用电子产品。

“智慧班”现象并非偶发。近年来，浙

江嘉兴、云南思茅等地也曾出现过类似情
况，被督促整改。太原市一位教师透露，
其 8月初在山西大同参加“智慧课堂”研
修活动期间，同批参训的有不少外地学校
的教师。

对此，督查组建议，进一步加强对教
育收费特别是第三方服务收费的管理监
督，建立健全公示制度，完善联席会议机
制、督办查办机制、责任追究机制，建立倒
查和监督机制，加强对地方的督促检查。
同时，强化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工作的考
核，保护青少年视力健康。

推进信息化亟须筑牢监管“防护栏”

8月 30日，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湾区的梅里
特湖出现大量死鱼。

据当地媒体报道，赤潮异弯藻近日在美国旧金山
湾滋生，造成大量鱼类死亡。加州卫生部门建议民众
及其宠物远离变色水域。 新华社发 李建国 摄

这是 8月 31日在德国柏林动物园拍摄的大熊猫
“梦圆”（左）和“梦想”。

在德国出生的大熊猫双胞胎兄弟“梦想”和“梦圆”
8月31日在柏林动物园迎来3岁生日。

新华社记者 任鹏飞 摄

8月 31日，在西班牙布尼奥尔举行的“西红柿节”
上，人们参加“西红柿大战”。

每年 8月最后一个星期三，西班牙巴伦西亚地区
的布尼奥尔小镇都会举行一年一度的传统节日——

“西红柿节”。 新华社记者 孟鼎博 摄

这是8月31日在英国斯塔福德郡拍摄的受干旱影
响的农田。

由于过去几个月中的高温和缺乏降水，持续的严
重干旱正在影响着英国许多地区的农业。

新华社发 乔恩·休珀 摄

这是8月31日在马来西亚吉隆坡独立广场拍摄的
马来西亚独立65周年庆典活动上的游行展示。

当日，马来西亚独立65周年庆典活动在吉隆坡独
立广场举行。 新华社记者 朱炜 摄

鱼类死亡

迎来生日

“西红柿大战”

干旱来袭

庆祝独立

网购中遇到不公平格式条款怎么办？
中消协点评支招

新华社记者 赵文君

山西多校变相推销“平板+资源”：

不交8800元孩子难进“智慧班”
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 刘惟真

近日，有群众在国务院“互联网+督
查”平台反映问题线索称，山西省太原市
第六十三中学校向家长推销与第三方合
作的“智慧课堂”，暗示诱导学生家长购买
平板电脑资源服务，缴纳费用 8800元。
校方以是否购买此项服务为分班依据，将
学生分别划入“智慧班”和普通班。督查
组据此进行明察暗访。

调查过程中，六十三中高一学生家

长李明（化名）反映，在 7月下旬举行的
新生报到会上，校方发表简单的欢迎致
辞后，用大量时间介绍学校与山西龙之
门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合作推出的“智慧
课堂”。

“会上说，‘智慧课堂’使用的是北京
一所中学网校的相关产品服务，主要用于
课堂教学、作业批改等等。高中三年平
台及资源使用费原价 13200元，一次性

缴纳可以享受优惠，实际缴费 8800元。
家长如果购买资源，公司‘赠送’一台定
制平板电脑，而且孩子也能进入‘智慧
班’。”李明说，不少家长随后纷纷向公司
转账付款。

督查组成员随即以家长名义致电该
公司，询问如果自有平板电脑，是否可以
较低价格直接加装学习软件。公司以学
生自己的平板电脑不具备“定制功能”为

由表示拒绝。“整个班需要统一管理，品
牌也要定期抽查。”公司项目负责人徐女
士说。

23日起，六十三中的高一新生已经
到校开始军训。但徐女士表示，如果想进

“智慧班”，开学之前还可以通过微信向她
付款。“票据会拍照发给你，我们向学校反
馈孩子的信息之后，学校9月初会再统一
进行安排。”

是否缴纳8000多元资源、平板费成分班依据

经过进一步探访，督查组发现，开设
“智慧班”的并不止六十三中一所学校，类
似学校采取的办班手段、宣传方式大同小
异。

——假借名义，进行“组团式推销”。
记者从六十三中“智慧课堂”教学第一期
月工作简报上看到，去年7月该校就曾召
开“高一‘智慧班’建班说明会”，该校校长
及北京相关中学网校教研院副院长分别

介绍了“智慧班”教学特点、平板功能及操
作培训安排等。

“今年见面会后，学校专门安排家长
孩子与企业单独面谈，询问孩子的中考成
绩、学习情况、选班意向等，以‘咨询’为名
推销‘智慧班’。”李明说，这次面谈的“核
心思想”就是催促家长尽快报名。“不买怕
影响孩子学习，甚至导致孩子产生自卑心
理。说是自愿，但家长能不听学校的话？”

李明说。
——巧立名目，变相收取“择校费”。

太原市第十五中学相关负责人称，学校自
2017年起每年设立2个“智慧班”，一届学
生在百人左右。学校在该校招生分数线
下，还有一批面向特定学校、分数稍低学
生的定向招生计划，学校只会在这批分数

“不达标”的“定向生”内宣传招收“智慧
班”学生。

——范围蔓延，波及义务教育阶段。
太原市第十一中学校相关负责人表示，目
前，该校初中部全部购买了龙之门价值
5800元的网络学习资源。据太原市教育
局介绍，迎泽区第三实验小学、尖草坪区
恒大御景湾实验小学校等也在效仿开设

“智慧班”，这两所小学部分班级采取家长
自愿一次性向第三方购买的方式，缴费价
格在3000到4000元。

看似“自愿购买”实则“强买强卖”

近日，“新华视点”记者随国务
院第九次大督查第一督查组在山西
省调研发现，当地多所学校以是否
购买平板电脑为标准划分“智慧班”
和普通班。进入“智慧班”，需一次
性缴纳课程资源费、平板使用费等
数千元。不少家长虽然心有抵触，
但为了让孩子分个好班，只好硬着
头皮掏腰包。

● 蓄势待发 新华社发 翟桂溪 作

● 图为太原市第六十三中学校教室内的充
电柜。（国务院第九次大督查第一督查组供图）

● 太原市第六十六中学校在新生家长会上介绍“智慧班”
相关情况。（国务院第九次大督查第一督查组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