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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畅消法作用大 ，帮咱来说话

【相关法条】

枟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枠 （以下简称 枟消费

者权益保护法枠） 第一条 ：为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维护

社会经济秩序 ，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 ，制定

本法 。

【案 　 　情】

２００７年 １ 月 ，个体户丁某从市某农资有限责任公司购

进磷肥 １８吨 ，分别销售给该乡 ５位个体工商户 ，这 ５ 人又

将肥料卖给 ９７户农民用于种植玉米 。农户施用磷肥后 ，所

种植的 ３３３畅２ 亩玉米苗叶片边缘均呈现紫红色 ，叶片有病

斑 ，玉米苗长势弱 ，造成玉米减产 。 ９７ 户农民多次找到 ５

位个体工商户和丁某以及某农资有限责任公司 ，均未得到满

意答复 。看着一年的血汗就这样白流了 ，农民们情绪激动 。

他们找到当地消费者协会 ，声称再不解决问题 ，就集体到北

京上访 。当地消费者协会接到投诉后委托县质量技术监督局

对该磷肥进行检验 ，结果判定该磷肥不符合厂家明示的质量

要求 。 １２月 ，消协组织调解 ，由某农资有限责任公司赔偿

受损害的 ９７户农户共计 ８万元 ，最大限度地挽回了农户的

经济损失 。同时 ，该县工商局责令经营者停止违法行为 ，并

处以 １万元的行政处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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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 　 　评】

枟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枠 是调整在保护公民消费权益的过

程中所产生的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 。 枟消费者权益保

护法枠 的颁布实施 ，是我国第一次以立法的形式全面确认消

费者的权利 ，此举对保护消费者的权益 ，规范经营者的行

为 ，维护社会经济秩序 ，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具

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 枟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枠 的作用 ，是与其

立法的目的和宗旨相一致的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 （１）

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通过 枟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枠 的颁

布 ，明确了消费者的权利 ，确立和加强了保护消费者权益的

法律基础 ，弥补了原有法律 、法规在保障消费者权益方面调

整作用不全的缺陷 。 （２） 维护社会经济秩序 。 枟消费者权益保

护法枠 规范了经营者在维护消费者权益中承担的义务 ，特别是

着重规范经营者与消费者的交易行为 ，对社会经济秩序产生重

要的维护作用 。 （３） 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 。保护消

费者权益不是消费者个人之事 ，当代社会的生产和消费的关系

密不可分 ，结构合理 、健康发展的消费无疑会促进生产的均衡

发展 ，没有消费 ，也就没有市场 。保护消费者权益成为贯彻消

费政策的重要内容 ，因此有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 。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维护广大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就是维

护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 。本案中生产厂家社会责任缺失 ，生

产的肥料不符合相关的质量要求 ，给农民带来一场人为灾

害 。而农资问题最易造成群体投诉 ，影响社会稳定 ，本案中

的消费者协会运用 枟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枠 的相关规定进行调

解 ，及时为农民挽回了损失 ，化解了矛盾 ，避免了一场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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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的发生 ，维护了社会稳定 。

２畅案例一 　知假买假者同样是消费者

【相关法条】

枟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枠 第二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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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法未

作规定的 ，受其他有关法律 、法规保护 。

【案 　 　情】

李某于 ２００４年 ３月 ２０日在本村个体商店赵某处购买五

香豆腐干若干袋 ， ３月 ２５ 日又在该处购买了若干袋五香豆

腐干 ，根据豆腐干包装袋上的生产日期 ，该食品已超过保质

期一个月有余 。同年 ４月 ２ 日 ，李某得知他人于 ３月 １８日

在该店所购买的同一出厂日期的若干豆腐干向赵某索赔双倍

赔偿成功 ，于是李某就 ２０日 、 ２５日所购买的豆腐干向赵某

索赔 ，也要求双倍赔偿 ，但是协商未果 ，李某遂诉至法院要

求退还货款并加倍赔偿 。赵某辩称原告购买豆腐干是以加倍

赔偿为目的 ，并不是为了生活消费需要 ，故不是 枟消费者权

益保护法枠 所保护的消费者 ，不应获得加倍赔偿 ，只同意退

货 ，并承担适当损失 。法院最终判决被告赵某双倍赔偿原告

李某购买过期商品所付的价款 。

【点 　 　评】

消费者是指为满足生活需要而购买或使用经营者提供的

·３·



商品或服务的人 。它区别于商品生产者和商品批发零售者 ，

看一个人是否属于法律意义上的消费者 ，关键是看他有偿获

得的商品或接受的服务是否用来满足个人或家庭的物质和文

化生活需要 。如果不是用来满足个人或家庭的物质和文化生

活需要 ，而是用于生产和经营 ，则不是消费者 。消费者主体

身份确定的时间是在购买商品或接受服务时 ，这时形成经营

者与消费者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 。消费者享有对商品或服务

进行监督的权利 ，国家也鼓励 、支持消费者对损害消费者利

益的行为作斗争 。因此 ，就本案而言 ，即使消费者盯住假冒

伪劣或过期商品 ，为获得加倍赔偿而购买 ，此种行为不仅不

具有违法性 ，反而具有社会公益性 ，对于净化经营行为 ，维

护社会 、公众合法权益都具有积极作用 。 更何况 ，本案中 ，

李某在两次购买商品时并不知道其他消费者双倍索赔成功的

事情 。因此 ，应当认定李某是 枟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枠 所规定

的消费者 ，人民法院适用 枟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枠 对该案进行

判决是完全正确的 。在当前假冒伪劣商品充斥市场 ，商家普

遍缺乏诚信的形势下 ，本案对于我国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 ，

对于广大购买普通商品的消费者而言 ，具有典型意义 。

案例二 　诉讼请求未受支持 ，只因自己不是消费者

【案 　 　情】

余某在村里开了一个小店铺 ，专门炸油条 、 油饼等出

售 。他和邻村一家面粉厂签订了常年供货合同 。 ２００５ 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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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 ，余某发现当天炸出的油条不像往常那么好看 ，村民们

也反映味道不如以前的好吃 。经过仔细检查 ，发现是面粉厂

前一天送来的面粉有质量问题 。在和面粉厂协商未果的情况

下 ，余某到法院起诉 ，要求法院按照 枟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枠

的规定 ，判决面粉厂双倍赔偿 。法院经过审查后驳回了余某

的诉讼请求 。

【点 　 　评】

法院之所以驳回余某的诉讼请求 ，是因为余某不是消费

者 ，枟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枠 对他和面粉厂的纠纷不适用 。判

断一个人是不是消法中的消费者 ，应从三个方面入手 ：首

先 ，消费者是购买 、使用商品或接受服务的人 ，包括为了生

活需要而购买某种商品或服务的人 。当某人为了自己或他人

的生活需要而购买某种商品或服务时 ，在交易过程中 ，他是

以消费者身份出现的 ， 枟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枠 中规定的相关

权利他都可以享有 。此外 ，某种商品的使用人或服务的接受

人 ，使用他人购买的商品或接受由他人支付费用的服务的

人 ，同样也是消费者 。其次 ，消费者购买 、使用的商品和接

受的服务是由经营者提供的 。这里的商品和服务不仅包括通

过支付价款获得的 ，而且包括经营者赠与的商品或服务 ，但

是 ，必须是经营者提供的 。 例如 ，农民食用自己生产的蔬

菜 、粮食 ，就不是法律上规定的消费者 。第三 ，消费者是进

行生活性消费活动的人 。

经营者在生产经营活动中 ，同样需要购买各种原材料 、

生产工具等商品 ，但是 ，经营者购买这些商品不是为了满足

其个人的生活需要 ，而是为了生产的需要 ，所以不能受到

·５·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枟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枠 的调整和保护 。本案中的余某就是这

样的经营者 ，所以法院的判决是完全正确的 。不过对于余某

和面粉厂之间的产品质量纠纷 ，可以依据 枟民法通则枠 枟合

同法枠 枟产品质量法枠 等进行处理 ，余某的权益也可依据这

些法律受到保护 。

３畅案例一 　非法经营者同样受消法制裁

【相关法条】

枟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枠 第三条 ：经营者为消费者提供其

生产 、销售的商品或者提供服务 ，应当遵守本法 ；本法未作

规定的 ，应当遵守其他有关法律 、法规 。

【案 　 　情】

某镇中学购进一批复读机 ，老师动员学生每人买一台学

习英语 ，以便提高英语学习水平 ，但很多学生拒绝购买 ，结

果造成大部分复读机压存库中 。学校领导遂命人在镇集贸市

场上设摊销售 ，旁边立了一块 “减价销售 ，一律 １００元” 的

广告牌 。这个价格比当时市面上的复读机价格要低很多 。消

费者宋某看到后 ，就为正在上高中的女儿买了一台 ，但是没

用几回 ，按钮便崩脱 ，声音时断时续 ，无法再继续使用 。宋

某拿着复读机找到校领导 ，要求退货 ，校领导只同意为其修

理 ，拒绝退货 ，几经交涉 ，没有结果 。宋某于是到消费者协

会投诉 ，学校却认为自己属于事业单位 ，并非进行商品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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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经营的企业 ，不应属于 枟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枠 中的经营

者 ，所以对此纠纷消协无权调解 。宋某于是向县人民法院起

诉 。人民法院在审理中认定学校是该案中的经营者 ，其没有

履行经营者的有关质量义务 ，侵犯了消费者宋某的权利 。为

此 ，法院判决学校对宋某购买的复读机作退货处理 ，并赔偿

宋某经济损失 ６０元 。

【点 　 　评】

所谓经营者是指为消费者提供其生产 、销售的商品或服

务的公民 、法人和其他组织 。只要从事了经营活动 ，不论是

合法经营还是违法经营 ，都属于经营者 ，都应承担有关法

律 、法规中关于经营者的义务 。可见我国 枟消费者权益保护

法枠 第三条关于经营者的规定并未排除违法经营者作为其调

整对象 ，而是涵盖了这些违法经营者 。这些违法经营者实际

上处于与消费者相对应的经营者的地位 ，将其认定为 “经营

者” 是合乎逻辑的 。违法经营者虽然不具备经营资格 ，其经

营行为应当依法予以取缔 。但它进行经营行为已成为既定事

实 ，这一事实又关系到消费者的切身利益 。如果不将其认定

为经营者 ，消费者合法权益得不到保护 。

在本案中 ，某镇中学作为事业单位 ，依法没有经营资

格 ，不得从事经营活动 。该中学进行的复读机销售行为属于

违法经营 ，应当依法予以取缔 。但是 ，由于它实际上从事的

经营活动已经使其与消费者之间形成了既定的权利义务关

系 ，该中学处于经营者的地位 ，应当承担经营者的义务和责

任 ，所以法院的判决将其认定为经营者是完全正确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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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二 　私下交易不能获双倍赔偿

【案 　 　情】

小王花 ２５００元购买了一款新型手机 ，使用一个月后因

为家中老人生病缺钱 ，就将手机以 ２０００元的价格卖给了同

村的小章 。小章用了一个星期 ，发现手机接收信号非常不

好 ，还经常断电 ，根本无法正常使用 。为此 ，小章找到小

王 ，想让他依据 枟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枠 第 ４９条的规定双倍

赔偿 ，小王说 ： “我自己又不是卖手机的 ，凭什么双倍赔偿

你 ，你要是愿意 ，就把手机给我退回来 ，我把钱退给你 ，说

别的都没用 。” 于是 ，双方发生争执 。小章的请求有没有道

理呢 ？

【点 　 　评】

本案中 ，问题的实质是小王是否属于经营者 ？因为 枟消

费者权益保护法枠 调整的是消费者与经营者之间的法律关

系 。如果小王是经营者 ，那就适用 枟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枠 ，

小章的请求就得到支持 ，反之 ，就不能得到支持 。

一般而言 ，经营者是指以营利为目的从事商品生产和销

售以及提供服务的人 （包括自然人和法人） 。在消费者保护

法律体系中 ，经营者是与消费者相对应的一方主体 ，是提供

消费资料和消费性服务的人 。从本案看 ，小王显然不是以营

利为目的从事商品生产和销售以及提供服务的人 ，所以他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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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构成 枟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枠 中的经营者 。因此 ，小章的请

求就没有道理 ，也就不能得到支持 。但是 ，小章可以向生

产 、经销该手机的商家求偿 。若小章无法找到商家或者不方

便向商家行使自己的权利 ，也可以依据合同法的相关规定 ，

要求小王赔偿损失 。

４畅诚信为本 ，生意兴隆

【相关法条】

枟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枠 第四条 ：经营者与消费者进行交

易 ，应当遵循自愿 、平等 、公平 、诚实信用的原则 。

【案 　 　情】

春节将至 ，某鞋店在报纸 、电台 、电视台等媒体中公开

承诺 “春节期间 ，凡在本鞋店购买的推荐商品 ，穿坏一双赔

一双 ，穿坏两双赔两双” 。田某见广告后 ，在该鞋店购买了

一双价值 １４８元的推荐女鞋 ，购货发票上有 “推荐产品” 字

样 。该鞋穿后不久 ，鞋跟开始松动 ，不到 １ 个月 ，鞋跟脱

落 。田某拿着鞋和发票找到鞋店 ，此时 ，鞋店已经取消了该

批女鞋的推荐商品资格 ，但鞋店经理在看到田某的鞋和发票

后 ，马上为田某更换了同一款式的另一双女鞋 ，并承诺如果

再发生质量问题 ，鞋店仍无偿负责更换或退货 。田某对鞋店

的做法非常满意 ，回家后逢人便说那家鞋店好 ，如何讲信

誉 ，一传十 ，十传百 ，一时间鞋店名气大增 ，每天人满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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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 ，销售额自然直线上升 。

【点 　 　评】

经营者与消费者的商品交易 ，是一种平等主体之间的活

动 ，应当遵循自愿 、平等 、公平 、诚实信用原则 。首先 ，消

费者有权根据自己的意志和利益 ，决定是否进行某种交易活

动 ；有权根据自己的意愿选择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的经营

者 、商品品种 、服务方式 ；消费者的行为不受任何方式的强

制或欺诈 。其次 ，消费者在与经营者交易过程中 ，法律地位

完全平等 ，经营者在交易过程中 ，不存在行政上的特权 ，即

使是具有一定行政职能的公用事业单位 ，与消费者之间也不

存在行政上的隶属关系 ，任何消费者和经营者都不得实施不

公平交换和不平等竞争的行为 ；消费者和经营者在交易过程

中 ，必须平等协商 ，不可强迫 。第三 ，消费者与经营者进行

交易 ，在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上不得显失公平 ，更不能一方

只享有权利 ，而另一方只承担义务 ；消费者在交易过程中 ，

人身 、财产受到损失时 ，有权获得赔偿 。第四 ，经营者对消

费者应当诚实不欺 ，恪守承诺 ，讲究信用 ，双方都应以诚实

信用的方式履行法定义务和约定义务 。

总之 ，经营者在交易过程中 ，其行为应当受到交易原则

的约束 。其中 ，自愿原则是前提 ，平等 、公平原则是保障 ，

而诚信则是经营者维护信誉 ，长期经营的良方 。本案中的经

营者 ———鞋店勇于面对自己作出的承诺并认真履行 ，真正做

到了一言九鼎 ，在维护消费者利益的同时 ，也为自己带来了

利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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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畅商场摔倒 ，商家担责

【相关法条】

枟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枠 第七条 ：消费者在购买 、使用商

品和接受服务时享有人身 、财产安全不受损害的权利 。

消费者有权要求经营者提供的商品和服务 ，符合保障人

身 、财产安全的要求 。

【案 　 　情】

２００６年 １２月 ６日 ，张某和邻居一起到镇上的某个商场

购物 。当时天上正飘着小雪花 ，道路有些湿滑 。到了商场 ，

刚一进门 ，由于商场地板砖太光滑 ，再加上脚下粘着雪 ，张

某一下子摔倒在地 ，被邻居送至医院治疗 。经诊断 ，张某为

右侧股骨骨折 。 ２００７ 年 １ 月 ，张某伤愈出院后要求商场赔

偿其在住院期间所支付的医疗费 、护理费和误工费等费用共

计 ７７００元 。商场认为 ，自己只对所售的商品质量负责 ，并

没有责任支付张某摔伤的医疗费用 ，况且张某摔伤是他自己

不小心造成的 ，跟商场没有关系 ，不同意对张某进行赔偿 。

张某无奈之下到法院起诉 ，最后 ，在法院的调解下 ，商场共

赔偿张某各项损失 ７０００元 ，并向张某赔礼道歉 。

【点 　 　评】

本案中 ，商场侵犯了消费者张某的安全权 ，对于张某的

摔伤应该承担责任 。所谓安全权 ，是指消费者在购买使用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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