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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收费方面，虽然
相关要求明确“不得一
次性收取时间跨度超过
3个月的费用”，但一次
性收费超过3个月是成
都小型教育培训机构普
遍存在的违规现象，大
部分培训机构按学期、
甚至按年收费。

教师无证上岗、收费标准不统一、虚假宣传……

教育培训七类问题 须提高警惕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吴冰清实习生杨雅莎

“考证热”“竞技教育”……
一系列热点，催生了教育培训机
构的火热，也带来了新的投诉热
点。3月15日，国际消费者权益日，
成都市消费者协会发布的《成都
市教育培训机构消费评议调查报
告》显示，目前成都市教育培训机
构普遍存在七类问题，包括经营场
所不合规定；资质不按规定上墙，
教师无证上岗；超范围经营；收费
时段超时，收费标准不统一；虚假
宣传；违规招生；违规超时授课。

1万份调查样本
教师专业度是主要“槽点”

据了解，本次评议调查对
15 个区（市）县的 32 家教育培
训企业进行了实地调查，重点
对教育培训机构是否具备经营
资质、教学环境是否安全、从业
人员是否具有资质、培训费用
是否合理、收费方式是否标准、
培训内容是否合规等问题进行
深入了解，采用样本量1万份。

调查结果显示，消费者对
教育培训机构投诉的主要原因
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45.3%的
消费者认为“教师专业度差”；
39.2%的消费者认为“教师不负
责”；38.4%的消费者认为“费用
过高”；29.9%的消费者认为“过
度宣传”；25.8%的消费者认为

“培训机构搬家距离更远”；
14.5%的消费者认为“授课教师

频繁更换”；10.7%的消费者认为
“退课、退费遭遇困难”。

消费投诉处理情况调查显示，
23.7%的消费者对投诉解决效果
很满意；27.4%的消费者比较认
可；35.2%的消费者感到一般；
7.9%的消费者感到不满意；5.8%
的消费者感到非常不满意。

小型教育培训机构
普遍存在超时段收费

在调查中，成都市消费者协会
总结出目前成都市教育培训机构
普遍存在的七类问题，包括经营场
所不合规定；资质不按规定上墙，
教师无证上岗；超范围经营；收费
时段超时，收费标准不统一；虚假
宣传；违规招生；违规超时授课。

据成都市消协副秘书长王蓉介
绍，调查中，部分规模较小的教育
培训机构未按要求把办学许可证、
营业执照和办学许可证上墙公示。

在收费方面，虽然相关要求

明确“不得一次性收取时间跨度超
过3个月的费用”，但一次性收费超
过3个月是成都小型教育培训机构
普遍存在的违规现象，大部分培训
机构按学期、甚至按年收费。

此外，部分培训机构有超范围经营
现象，如艺术类培训机构同时培训文化
课，而一些培训机构还利用消费者“升
学心切”的心理，打着“以解决学位录取、
提供内部名额”等旗号，或者以找关
系、花钱就能考上的名义进行招生。

整治
成都将重点加强校外培训监管

针对这些问题，成都市消协建
议经营者提高服务意识和服务水
平，加强从业人员管理及培训，严格
遵守行业管理规定，不断自我完
善。此外，成都市消协也呼吁相关
部门对教育培训机构进行有效的监
督和指导，进一步健全教育培训市
场管理制度，完善教育培训评估标
准和质量保障体系，规范行业行为。

成都市市场监管局相关负责
人表示，市场监管部门将重点加强
校外培训、二手车交易、预付式消
费等重点行业不公平、不合理合同
格式条款及旅游、住宿等行业价格
的监管，规范市场主体经营行为。

据了解，成都市场监管部门目
前正在全力开展“春雷行动 2021”

“网剑”行动等专项执法整治行动，
整治群众反映的突出问题，严肃查
处虚假违法广告行为，严厉打击侵
害消费者权益违法行为。接下来，
市场监管部门还将推进12315体系
建设，逐步扩大消费投诉公示的覆
盖面，推动消费纠纷的源头治理，
提升消费维权服务效能。

3 月 15 日，华西都市报刊发
了《8 万多元买的腕表 戴 3 天表
带现黑点》的报道，受到广泛关
注。16日，记者从当事人周女士
处获悉，其腕表表带出现黑点的
问题仍未得到妥善解决。

“至今也不清楚表带出现黑
点的具体原因。”周女士说，已接
到成都亨得利钟表店一名负责
人打来的电话，该负责人告诉
她，经劳力士检测确认，手表没
有质量问题，并让周女士接受退
款处理。

对于商家提出的退款，周女
士没有接受。她说，之前买的腕
表打了9折，“如果按照当时买的
价格退款，现在根本就买不到同
款的腕表了。”

对于不接受退款的原因，周
女士进一步解释称，“这件事已折
腾了我半年多，如果只是退款，我
的损失谁来承担？”她说，如果一

开始品牌方和商家就能妥善解
决，也不会耽误这么久的时间。

有网友表示，既然消费者提
出了诉求，品牌方就应该严格按
照售后处理程序，解释表带出现

黑点的具体原因。也有网友猜
测，贵金属制品很容易与女士的
护手霜或香水等产品产生氧化
反应，建议申请第三方机构鉴
定。

“我至今也没有见到过劳力
士出具的检测报告。”周女士说，
她提出想看一看品牌方劳力士
方面出具的检测报告，但遭到商
家拒绝，商家让她向工商局或市
场监管局提出申请，由相关部门
开具文件后方可查看报告。

“为什么消费者反映了问题，
想看看检测报告都还要申请？”3月
16日下午，周女士向成都市锦江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反映了上述情
况，一名工作人员回复称将按照相
关程序，让商家提供检测报告。

周女士说，目前她并不愿意
接受商家给出的退款方案，将继
续申诉。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宋潇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吴
冰清 实习生 杨雅莎）监测数
据显示，2020 年成都市医疗
广告违法量占广告违法总量
的19.92%。如何进一步规范
医疗广告市场秩序，筑牢人
民群众健康安全屏障？3 月
16 日，记者从成都市市场监
管局获悉，一场为期3个月的
医疗广告专项整治行动正在
成都展开。此次专项行动从
3月初持续到5月底，将重点
打击虚假违法医疗广告行
为。

据了解，含有表示功效、
安全性的断言或者保证，说
明治愈率或者有效率；利用
广告代言人作推荐、证明，利
用患者、卫生技术人员、医学
教育科研机构及人员以及其
他社会社团、组织的名义、形
象作证明；以新闻报道或者
以介绍健康、养生知识等形
式，以公益活动名义变相发
布医疗广告；生活美容机构
等不具备法定条件的非医疗
机构发布医疗广告或宣称可

开展医疗美容等服务；未经
广告审查机关审查批准，发
布 医 疗 广 告 ；借 庆 祝 建 党
100 周年名义、使用或者变
相使用国旗国徽、中国共产
党党旗党徽、重大赛事活动、
庆祝活动宣传报道、领导人
讲话等进行商业炒作；借“华
西”“协和”等知名医院名义
作虚假表示；虚构各种荣誉、
尖端技术或设备、专家身份
等信息；医疗美容广告涉及
化妆品的，含有虚假或者引
人误解的内容，或者明示、暗
示该化妆品具有医疗作用
等，都属于虚假违法医疗广
告行为。

成 都 市 市 场 监 管 局 相
关负责人表示，对发布这类
虚假违法医疗广告的行为，
一经发现，市场监管部门将
依法予以查处，将行政处罚
信息记于企业名下并通过
信用中国（四川成都）或国
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

（四川）向社会公示，同时联
合相关部门实施联合惩戒。

腕表表带出现黑点。

当事人：至今未看到检测报告
不愿接受退款

权威发布

成都重拳出击
专项整治虚假违法医疗广告

制图 杨仕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