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咖啡馆的“陷阱”

老左讲故事，是基层市场监管部门根据真实的工作案例，以讲故事的形式向普通百姓介绍市场监管部门的工作职责，宣传日常消费维权知识，同时也提醒经营企业与个人，
在经营中自觉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和商业诚信，共同维护市场秩序和安全的一档专栏。

一个很平常的工作日，本市某市场监管
所的接待大厅的接待员小李正在忙碌着，他
接待了一位消费者的投诉后正要将内容输入
电脑，这时一个 30 多岁的中年男子来到接
待台前，表情十分沮丧，并十分疑惑地讲述自
己的遭遇。
原来男子姓黄，名丞斌，人称小黄，今年

37 岁，前几年与妻子离婚，一人独居本市某
小区，平时与人交往不多，八小时以外一个人
在家看看电视上上网，过得也很正常。关于择
偶的事，自己也常想过，家人和朋友介绍过一
些女性，但常常是看的多成功的少，直到前段
时间遇到一杨姓女子。
原来小黄与姓杨的女子是网上认识的，

杨姓女子自称今年 30 岁，外地一人来沪，租
住本市某地，想在本市有个依靠。视频感觉该
女子蛮有姿色，网聊了几天感觉也蛮投机，一
来二往让小黄有了心动。
没过几天杨姓女子主动约小黄见个面，

并联系其住处附近的一家咖啡馆，小黄经过
一番精心的打扮后按时赴约，见面后感觉女
子确实长得漂亮，符合自己的心意，咖啡馆里
于是两人点菜、喝酒开始聊起来了。

小黄不大会喝酒，但为了在女性面前显
示一下自己，就让杨姓女子按照自己的喜爱
点酒菜，这时，杨姓女子就毫不客气地点起了
洋酒，咖啡馆里的洋酒倒是明码标价的，200
多元一盅，他们一边聊一边喝，一个下午 4
个多小时，最后结账时一共 15000 多元。
小黄当时虽然心疼，但碍于面子只好当着

杨姓女子的面刷卡付钱，可后来让小黄怎么也
想不到的是，从此杨姓女子就从他的面前消
失了，再怎么联系都联系不上。再后来小黄越
想越不对，怀疑杨姓女子与咖啡馆是设陷敲
诈自己，所以向当地的市场监管所投诉。
市场监管部门与公安派出所联合调查，

发现咖啡馆招募了几名有姿色的女子，以谈
恋爱为名，设陷欺骗一些中年男子来其店内
消费，以此获得暴利。

■老左提醒

一些网聊婚恋不可靠， 需要有一定的自
我辨别能力。如遇到本文提到的消费陷阱，除
了要有所警惕外，还要索要消费发票或小票，
以备以后投诉举报的证据。

（江湾市场监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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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小姐是本市一白领，家住某小区，平时
喜欢美容、健身，工作生活都比较安逸，可最
近却有一件事情让她烦恼不已，那到底是什
么事情呢？
原来是这样的，杨小姐所住的小区也算

是高档小区，就是位置相对来说偏了一点，附
近商户较少，而杨小姐又非常注重个人保养，
喜欢美容和健身，附近虽然有一家美容院，但
缺少健身房，所以要保持好的身材她要到很
远地方去参加健身运动，很不方便。
一年前让她惊喜地发现距离自己小区

100米的地方新开了一家有一定规模的健身
房，里面除了有各类健身运动器材外，还兼教
舞蹈、瑜伽等，让她庆幸不已。健身房开业时
推出了买一送一的活动，于是她当时毫不犹
豫地买了会员卡。
于是杨小姐和周边的邻居们都成了这家

健身房的忠实会员，她每天都会在健身房度
过 1-2 小时，做瑜伽、跑步等是她的必修课，
一年下来她始终也保持着娇美的身材，让同
事和朋友们赞美不已。
可是就在前不久健身房在没有任何征兆

的情况下突然关门歇业了，让杨小姐和周边

邻居们都无法正常地健身，更让她烦恼的是
所持有的会员卡里还有 4000 多元无法退
回，后来听说是健身房老板参与赌球而卷款
逃走了。
无奈至下，杨小姐和邻居们到辖区里的

市场监管所投诉，市场监管所的领导很重
视，派专人进行调查，原来这家健身房是一
家分公司，总公司在其他地方还有几家健身
房。当时这家健身房的老板是向总公司承包
的，他是在总公司也不知情的情况下卷款逃
走的。
市场监管所找到了这家健身房的总公

司，迫使其总公司作出两点承诺：一是愿意
到其公司所属的其他健身房消费的，其会员
卡继续有效；二是根据实际金额退款。最后
杨小姐和她的邻居们总算得到了圆满的处
理结果。

■老左提醒

有些美容店、 健身房会以会员卡的形式
一次性提前收取消费者一定消费金， 但经营
者的情况千差万别，有一定的消费风险。

（江湾市场监管所）

突然关门的健身房

借贷充脸面，无力还贷抵押豪车

李某与王某是一对夫妻，二人经营
一家通讯用品专卖店，生活小康，衣食无
忧。转折点发生在 2016 年春节，过年期
间，亲朋好友互相串门不可或缺。聚会期
间，小夫妻俩看见以前的同学好友都开
着豪车“衣锦还乡”，当下一比较，心里
很不是滋味，于是合计着换一辆豪车充
充脸面，好在朋友面前风光一把。
夫妻俩带着这种攀比的心情到 4S

店晃了一圈，一眼就相中了一辆价格为
120 万的揽胜路虎，当时两人有存款 40
多万元，想着能够开上这种豪车回家炫
耀，两人咬咬牙向银行贷款了近 80 万
元，贷款期限 3 年，每月还款额近 2.6 万
元。
但是夫妻二人仅仅依靠通讯用品专

卖店为生，贷款后只过了一个月，便无法
按月偿还银行贷款本息。最终银行无奈之
下将两人起诉到上海虹口法院，要求李某
与王某夫妻二人共同偿还贷款本金 76
万余元、利息及逾期利息 20 余万元，法
院判如所请。
执行中，李某与王某向法官哭诉自己

只是为了“挣点面子”，根本没有考虑贷
款金额已远超自己偿还能力，以致无力偿
还剩余贷款本息。最终，承办法官经过综
合考量，将两人的揽胜路虎进行抵押用于
还清欠款。
从喜提豪车到抵押豪车，短短几个

月，夫妻俩从“人生巅峰”跌落谷底。冲动
消费不仅让自己的“豪车梦碎”，更给自
己的征信记录留下了尴尬的一笔。

拆东墙补西墙，卡卡互倒锒铛入狱

如果上面的案例还不能让你清醒一
点，那么接下来的案例将更具有启示意
义。
李某一直酷爱买买买，堪称是“网购

达人”，然而自己却没有稳定的经济收入
来支持消费。万般无奈之下，李某想到了
信用卡，用“超前消费”来满足自己的欲
望。
2009年开始，李某陆续办理了民生

银行、平安银行、广东发展银行、招商银
行、交通银行、深圳发展银行、浦东发展银
行等 7家银行的信用卡进行使用，尝到
了甜头的李某甚至在瞒着女儿的情况下，

冒用其身份信息又在其他 3 家银行申请
了信用卡，且将所有信用卡均进行了刷卡
消费，消费中不乏各种奢侈消费。
由于长期入不敷出，李某采取的方法

是拆东墙补西墙，采用卡与卡之间互相倒
的方式延长还款期限，并继续使用信用卡
消费、套现。
据李某声称，自己存在侥幸心理，以

为居住的房屋可能会动迁：“动迁的补偿
款一到，什么问题都解决了，先用着嘛。”
然而纸包不住火，房屋没有动迁，李

某的行为就先一步暴露。长期的高额消费
让李某无法继续归还欠款，此时仅本金就
已透支 33 万余元，各家银行更是轮番催
讨。苦不堪言的李某最终选择向公安机关
投案自首。
李某在明知其收入无法达到高消费

水平的情况下，仍然办理多张信用卡进
行透支消费，经银行多次催收拒不归还
透支款项，已构成信用卡诈骗罪。经审
理，法院判处李某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
金人民币五万元，并追缴赃款发还到各
被害单位。
刷卡消费要理性，在买买买放飞自我

的同时要兼顾自己的还款能力，不能仅仅
凭借一时的冲动进行消费。只有合理的消
费，才能让信用卡“英雄更有用武之地”。

■法官提醒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关于信
用卡诈骗罪有如下规定：第一百九十六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 进行信用卡诈骗活动，
数额较大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
役， 并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
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五年
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五万元以上
五十万元以下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
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
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
元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一）使用伪造的信用卡，或者使用以
虚假的身份证明骗领的信用卡的；

（二）使用作废的信用卡的；
（三）冒用他人信用卡的；
（四）恶意透支的。
前款所称恶意透支，是指持卡人以非

法占有为目的，超过规定限额或者规定期
限透支，并且经发卡银行催收后仍不归还
的行为。 （虹口法院 郁 ）

2016年 12 月 17 日，从北京来沪出差
的沈小姐想为相恋已久的男友购买一份礼
物，为此沈小姐来到了上海某知名商场，并
在某国际知名品牌店内选中了一件男士棉
服夹克。沈小姐认为男友穿上该外套一定
十分帅气，且该夹克的材质十分考究，根据
耐久性标签标注该夹克面料为 75%羊毛、
22%锦纶、3%氨纶，里料为 100%锦纶，沈
小姐故毫不犹豫花费 7000 元买下了该件
夹克。
回到北京后，沈小姐欣喜地将该外套

作为礼物赠送给男友，男友穿上外套后，
果然很帅气。此后，沈小姐在无意中了解
到外套的里料并非标签标示的锦纶，后
经某鉴定机构鉴定，里料为 100%粘纤。
沈小姐据此认为商家存在欺诈消费者的
情况，遂委托律师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
该名牌店的经营者退还货款，并按货款
支付 3 倍赔偿金及赔礼道歉。
商家到庭后表示，他们系该品牌中国

总代理，商品按国家规定办理了进口报关
和质量检验手续后，他们将服装上的英文
标签替换成了中文标签。现在核实下来，
他们的确在中文标签中错标了该夹克的
里料成分，实际填充物与标示确是不符，
但实际填充物“粘纤”较标示的“锦纶”
更具保暖透气等优点，因此认为在销售过

程中并不存在故意欺诈行为，故不同意沈
小姐提出的 3倍赔偿及赔礼道歉的请求。
审理中，法庭在听取双方意见后，走访

了本市纺织品鉴定相关机构就上述材质特
性进行了咨询，机构表示粘纤与锦纶在特
性上各有特点，粘纤较锦纶作为服装填充
里料在穿着上可能更为舒适。
承办法官随后再次召集双方，并告知

了相关咨询意见，同时向商家就《消费者
权益保护法》有关生产者或销售者如实
在商品上标注商品信息的义务向商家做
了释明。同时由于本案服装里料的标示信
息确与实际填充物不同，但商家的销售行
为与通常的以假充真、以次充好的销售行
为亦有不同，法庭也征询了沈小姐意见。
最终在法院主持下，双方达成案外和解并
撤诉。

■法官提醒

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五条
第一款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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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倍； 增加赔偿的金额不足 500 的，
为 500 元。 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虹口法院 陈建东）

“粘纤”还是“锦纶”
傻傻分不清楚

关于“剁手”之后
你不得不知道的那些事儿

老左 讲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