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现在，越来越多的餐馆推出扫码点餐，
甚至只能通过扫码才能点餐。近日，记者
走访了北京多家餐厅发现，不少餐馆的服
务员在引导顾客入座后便转身离开，似乎
扫码点餐、结账已经成为“规定动作”。然
而，看似便捷的服务，却并没有得到所有消
费者的认可，特别是让不少老年人犯了难。

只能扫码点餐难倒老人只能扫码点餐难倒老人

近日，年逾70岁的余大爷在北京市朝
阳区立水桥附近一个商圈连续走进3家快餐
店，发现都只能扫码点餐或通过特定的网络
程序点餐。而当时正好是中午用餐时间，店
内客人比较多，服务员默认每个消费者都能
够自己扫码点餐，对客人态度较为冷淡。

余大爷告诉记者，在快餐店内，每个
桌子上都有二维码，没有纸质菜单，且只
能扫码点餐。“这非常不方便。不替我们
老年人想想，我70多岁了，哪会操作啊。”
最后，在一位年轻女孩的帮助下，老人才
用小程序成功点餐。

家住北京市昌平区龙腾苑社区的杜
大爷告诉记者，在家附近的麦当劳餐厅用
餐时，服务员忙不过来，会让客人在手机

上或用店内的自助点餐设备点餐，但这两
种操作都让他犯难。“有时候接孙子放学
回家，孙子想吃快餐了，一般得等他来了
才能点餐，我自己不会操作这些。”

记者了解到，在扫码点餐过程中，部
分商家甚至强制消费者关注公众号，授权
手机号码等信息，或者要求消费者下载
APP后才能点餐。

扫码缘何获得商家青睐扫码缘何获得商家青睐

不少老人认为，扫码点餐并不友好，越
来越多的餐馆只允许扫码点餐，给单独出去
用餐的老人带来不便。余大爷说：“我的眼
睛不好，也不太会用手机，微信、支付宝都没
法用。到餐厅，我希望还是保留人工服务。”

此外，一些年轻人也对扫码点餐有微
词。北京市民丁女士告诉记者：“现在有的餐
馆点餐要关注公众号，又要点击小程序，还要
领取优惠券，步骤很多。我们年轻人有时候
都觉得很麻烦，对老年人来说就更难了。”

既然扫码点餐会给部分消费者带来不
方便，可能会导致商家流失一部分顾客，但
为什么越来越多的商家还在积极推行呢？

一家连锁餐厅的负责人向记者透露

了真实原因：开通扫码服务后，大部分顾客
会选择扫码点餐、结账，这为餐厅节省了一
定的人力成本。“以前可能要聘用10个左右
的服务员，现在七八个就差不多了。”

记者在北京市文华路一家餐馆了解
到，传统的点菜模式需要10分钟左右，扫
码点餐省去服务员人工点餐、前台下单两
个环节，顾客订单直达后厨，顾客的点菜
时间可以被压缩至几分钟。“时间节约了，
效率就提高了，每天的营业额就会增加。”
该店老板告诉记者。

专家表示，商家热衷扫码服务，实际
上也是希望通过互联网平台，实现从前端
销售到后台联通的信息化改造，从而能够
用较低的成本获取较高的利润。然而，在
这一过程中，服务打了折扣，对老年人等
特殊群体缺乏关怀。

扫码点餐不应成为单选扫码点餐不应成为单选

针对餐馆强制或变相强制扫码点餐
问题，中消协表示，扫码点餐等新技术应
用不应成为限制消费者权利的工具，不应
成为攫取消费者个人信息的借口，更不应
成为阻碍大众消费的壁垒。

在北京京师律师事务所熊超律师看
来，仅提供扫码点餐涉嫌过度收集消费者
个人信息，侵害消费者的公平交易权，不
提供现场菜单有损消费者的知情权。“由
于智能手机操作的复杂性，扫码点餐并不
具有普适性。老年群体往往需要他人协
助，才能完成扫码点餐，一定程度上影响
了他们的消费体验。”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姚盛认为，无论是从
消费者的权益保护还是从我国老龄化社会的
现实来说，扫码点餐都不应该成为单选项。

“要进一步完善餐饮业扫码点餐服
务，禁止强制扫码点餐，保留人工点餐，特
别对老年群体的服务要人性化一些。希
望有关部门采取措施，对此加强引导和监
管。”姚盛说。 本报综合消息

扫码点餐还要难为老年人多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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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首付、拎包入住”是苏州市某楼盘打出的
促销广告。

今年以来，部分开发商为尽快出清库存增加
回款，以“零首付”“送首付”“你买房我还贷”为噱
头的营销口号层出不穷。

记者调研发现，所谓“零首付”并非不需要购
房者支付首付款，而是开发商采取做高合同价
格，或提供垫付资金等手段“帮助”购房者融资支
付首付款。业内人士指出，此类营销方式和操作
手段看似为消费者提供便利，但实际上增加了消
费者的负债成本，且涉嫌虚假宣传和违规贷款，
加大了购房者的资金风险和信用风险。

“零首付”另有玄机
日前，苏州市某楼盘打出“零首付、拎包入

住”的广告。据了解，所谓“零首付”，并非不需要
支付首付款，而是开发商通过做高合同价格的方
式，增加购房者可贷出的按揭贷款额度，并建议
购房者申请“装修贷”等消费类贷款获取资金支
付首付款。

该楼盘销售经理举例说明：“例如，房子的实
际价款为100万元，按照七成贷款比例，首付款需
要30万元，贷款为70万元。开发商可以为购房
者做高合同价，将合同价提高至140万元，这样购
房者就可以从银行贷出98万元，在实际支付中，
首付款仅为2万元。对于这部分首付款，购房者
还可通过申请‘装修贷’进行覆盖。”

面对购房者对虚假合同的担忧，上述销售人
员说：“可以签订两份合同，一份以实际房价签
订，是购房者的真实购房价格，并开具发票；另一
份以较高房价签订，是购房者向银行申请按揭贷
款时提供的证明材料。”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以来，“零首付零月供”
“送首付”等房地产广告在部分地区出现。开发商
通过为购房者提供首付款融资等方式来实现所谓

“零首付”，例如，允许购房者分期支付首付、开发
商或第三方垫资机构为购房者垫资支付首付款和
月供等。目前，记者了解到，部分楼盘营销活动已
被叫停，相关宣传已经删除或终止。

存在多重风险
多位业内人士指出，“零首付”的暗箱操作，与

监管政策相违背，涉嫌违法违规，存在诸多风险。
从广告宣传的角度来看，根据相关规定，相

关广告必须真实、合法、科学、准确，不得欺骗、误
导消费者。而“零首付”“零月供”等广告内容与
实际情况不符，涉嫌虚假宣传，欺诈消费者。

从购房成本来看，开发商“支招”降低首付的
方式，表面上在短期内可缓解购房者资金周转压
力，但实际上可能扩大负债金额，形成新的贷款
成本。

河北厚诺律师事务所律师雷家茂说，购房者
若通过贷款、分期付款、机构垫资等方式支付首
付款，一般需支付借款利息、服务费等多项费用，
使实际购房综合成本增加。

此外，“零首付”“首付贷”等方式在本质上违
规，购房者还面临被银行拒贷、断贷的资金风险
和信用风险。

“首付款是购房者对自身购房能力、还贷能
力的证明，需使用自有资金支付。银行在贷前审
批时，会通过跨行系统对首付资金来源进行核
查，如果发现首付款为贷款周转资金，那么很有
可能拒绝批贷。”工商银行苏州地区某贷款经理
向记者表示。

“签订虚假合同是违法行为。”北京金诉律师
事务所主任王玉臣警告称：“一方面违反了商品
房销售的相关规定，没有如实备案；另一方面，通
过这种方式骗取高额贷款，违反了银行按揭贷款
的相关规定，涉嫌骗贷，一经发现，银行不会进行
放贷，即使已经放贷，往往也会直接解除按揭贷
款合同，要求提前偿还全部贷款。”

消费者需警惕
针对相关违规操作，监管部门早已出台多重

举措。
根据相关规定，严禁房地产开发企业、房地产

中介机构违规提供购房首付融资，严禁互联网金融
从业机构、小额贷款公司违规提供“首付贷”等购房
融资产品或服务，严禁房地产中介机构、互联网金
融从业机构、小额贷款公司违规提供房地产场外配
资，严禁个人综合消费贷款等资金挪用于购房。

此外，多位业内人士提醒，购房者应增强风
险意识并了解相关法律规定，不轻信开发商的

“诱人”宣传，学会辨识不实宣传，并依法依规办
理房贷业务。若在购房过程中权利被侵犯，应尽
快依法维权，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住建部门投
诉举报等。消费者要根据自身的财务状况作出
理性选择，避免因无力还贷引发信用危机，甚至
陷入违法泥潭。 本报综合消息

买房零首付拎包入住藏猫腻

近日，苏州大学一男大学生恶意将女
同学照片发布于黄色网站，引发广大网友、
校方以及社会各界高度关注。

恶意P图造谣事件为何屡屡发生？被
造谣后受害者应如何维护权益？

恶意将女同学照片发布于黄色网站，
校方开除其学籍

3月17日，当事人张女士（化名）发文
称，高中同学赵某某将自己发布于社交平
台的照片ps后，发布在黄色网站上。赵某
某还谎称与多名女性发生关系。

事件引发
舆论关注后，
苏州大学回应
称，学校高度
重视，已于第一时间启动调查程序，后续将
根据调查结果情况依法依规严肃处理。

3月19日，苏州大学发布通报：经调查
核实，我校学生赵某某违法行为属实，公安
机关已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依照学校相关
规定给予该生开除学籍处分，后续将按程
序办理。我校高度重视立德树人，将进一
步加强学生思想品德和法治教育，切实维
护学校健康向上的育人环境。感谢广大网
友对我校的关心关注！

北京恒都律师事务所律师管志强表
示，造谣主要涉及以下法律问题：

从民事层面来说，造谣侵犯了公民个
人的名誉权和肖像权，公民有权请求停止
侵权、恢复名誉和赔偿损失。

从行政层面来说，行政机关可对造谣、
传播谣言者处以罚款和拘留的行政处罚。

从刑事层面来说，故意采取P图等形
式，歪曲他人形象，传播淫秽信息，涉嫌侮
辱罪；将淫秽信息上传至第三方平台，涉嫌
传播淫秽物品罪，如果以此牟利的，涉嫌传
播淫秽物品牟利罪。

“目前而言，在信息化社会，造谣实施
起来较为便捷，违法行为人具有隐匿性，受
害者维权成本较高。”管志强说。

造黄谣会涉及哪些违法行为？如何惩
戒？

北京京师（天津）律师事务所刑事辩护
专职律师郭凯表示，事件中的赵某某将恶
意制作的淫秽图片在网络上传播，是一种
捏造事实并公然贬损特定自然人的人格、
破坏他人名誉的行为，视其行为严重程度，
可能构成侮辱罪。

根据相关司法解释，赵某某发布的诽
谤信息中，针对同一被害人的诽谤信息实
际被点击、浏览次数达到五千次以上，或者

被转发次数达到五百次以上的，即构成犯
罪，应当予以刑罚处罚。尚不构成犯罪的，
可以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可处五日以
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
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
元以下罚款。

他解释说，侮辱罪是“亲告罪”，即受害
人告诉才处理、不告诉不处理的犯罪。“除
非这种犯罪达到了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
家利益的程度，否则在受害人不告诉的情
况下，即使司法机关知道侵害事实的发生
也不予处理。”

事件中，部分受害者已经报警，郭凯指
出，司法机关有权根据网帖的浏览量等情节，
对赵某某行为是否构成侮辱罪进行审查。

“从另一方面来说，赵某某将淫秽图片
在网络上传播的行为本身还有可能构成传
播淫秽物品罪，当然也要看其行为的严重
程度。”郭凯说。

按照相关司法解释，如果其行为有盈
利性目的，被传播的图片如被鉴定为淫秽
图片，且实际被点击次数超过 5000 次，其
行为即达到犯罪的立案标准。即使没有盈
利性目的，淫秽图片被点击次数超过
10000 次的，一样构成犯罪。即使未达到

犯罪标准，也可以依法给与治安管理处罚，
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三
千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五日以下拘
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

“对赵某某的行为可能构成哪个犯罪，
需要按照两个不同的罪名进行审查。如果
都构成的情况下，属于同一行为构成不同
的罪名，应当择一重罪处罚。”郭凯说。

造谣张张嘴，辟谣跑断腿，受害者应该
怎么办？

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沈春认
为，谣言的危
害性不亚于暴
力犯罪，受伤
害的被造谣者

应该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己。受害者可以
起诉对方侵权，严重的话，还可以向公安机
关报案。维权过程中有两点需要注意：

首先，起诉对方侵犯名誉权。民事性质
的名誉侵权行为在违法程度上轻于诽谤犯罪
行为以及违反治安行政法规的诽谤行为。而
名誉侵权行为，即使所述的内容是真实的，但
只要是法律禁止公开宣扬的，公开了将有损于
他人人格、名誉，也可以构成名誉侵权。

其次，向公安机关报案。如果情节尚
不够成刑事犯罪的，作为违反治安行政法
规的诽谤行为处罚。“诽谤罪属于自诉案
件，建议受害人尽可能固定好对方违法行
为的证据。”沈春说。

他特别提醒，发现自己被造谣、被侵权
的信息之后，需要及时固定证据，通过下
载、截图等方式保留相关证据。在证据没
有灭失之前，尽快对能够证明侵权结果的
电子数据进行证据公证。

同时，要将保存的证据提交给相应的
网络服务提供者（即信息传播平台），要求
其采取必要措施阻止侵权行为。

最后，起诉平台，要求提供造谣账号的
实名信息，之后起诉账号本人，追究相应的
法律责任。 本报综合消息

造黄谣涉及哪些违法？被造谣怎么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