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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湖南长沙的刘先生向记者投诉
称，自己遇到了汽车维修陷阱——他开车
不慎撞到路边护栏，造成前车灯损坏，于是
找了一家汽修店维修，并换了新车灯。然
而，维修过后不到一个月，新车灯就坏了。

刘先生感觉其中可能有猫腻，就找了
在某汽车4S店从事维修工作的熟人检查
了一下，发现此前更换的新车灯其实是二
手车灯、问题车灯。刘先生立即去汽修店
理论，可对方拒不承认。

“以前就听说过汽车维修陷阱多，没
想到这么多。”刘先生感叹道。

汽车维修有哪些陷阱？又该如何依
法规制？带着问题，记者进行了调查采访。

以次充好以旧代新
汽车维修暗藏猫腻

在某投诉平台上，记者以“汽车维修”
为关键词进行检索发现，近期相关投诉就
有几十条，主要涉及更换的配件以次充
好、以旧代新。

去年 10 月，广东珠海的赵女士驾驶
私家车从东新高速往珠海方向行驶时，车
胎胎压出现异常，下车检查后发现左后轮
有轻微漏气状况。赵女士立刻在某平台
上找到一家名为“×××汽车搭电补胎修
车（桂城店）”的商家，拨通商家电话后，商
家要求加他们的社交账号，并把精准定位
发送给商家。

“商家简单了解故障情况后，称‘上高
速救援需要800元，先付500元定金，剩余
的因情况而定’。”赵女士说，在她支付500
元定金后，商家称已叫拖车过来，将拖到
下一个高速口进行检查和修复。

原本商家说维修师傅大约20分钟到
达，但赵女士在高速上等了将近 1 小时
后，维修师傅只是开了一辆小汽车过来，
并没有拖车。师傅让她慢驶到下一个高
速出口，到达广州南站出口后，师傅帮她
检查轮胎，发现是左后轮胎扎了钉子，称
无法补胎，只能更换新轮胎。

无奈之下，赵女士只得咨询换轮胎的
价格，被告知需要3500元时，赵女士觉得
太贵，就表示不需要了。后来师傅让她联
系商家，商家说可以便宜 200 元，而且安
装新轮胎送维修保养服务一次，于是赵女
士同意更换轮胎。

之后，赵女士又在高速口等待了 1.5
个小时，师傅才回来，说找到了相同品牌
的轮胎。在安装后，赵女士转给了师傅
3300元。

第二天，心存疑虑的赵女士找到了当
地一家汽修店，跟修车师傅说了事情经
过，师傅说可以看看轮胎的生产日期，她
查看后发现轮胎安装反了，没有办法看到
生产日期。随后，修车师傅帮她把昨天的
轮胎拆下来重新安装，令赵女士震惊的
是，她发现该轮胎有修复的痕迹，而且看
生产日期等与其他三个轮子一样，很明显
轮胎是赵女士之前换下来的旧轮胎，商家
压根没有帮她更换新的。

“这完全是欺诈行为，装上旧轮胎后，
我还驾驶了 100 多公里。修理厂为了赚
钱，太不把消费者的安全当回事了。”赵女
士气愤地说。随后，赵女士找商家要求赔
偿，遭到拒绝。

记者在多个平台检索发现，类似投诉
并不少见，而这些投诉大多是因为汽车维
修过程中配件欺诈和隐瞒汽车关键信息
引起的。

对此，天津红桥某汽修店一名从业人
员告诉记者，大部分车主在维修时都会把
汽车留在店里，商家告知修好后才来取
车。一些汽修店就利用这段时间，拆下本
身质量较好的汽车零件，换成旧的零件，
只要车子没有明显故障，车主很难发现其
中的问题。

“即使车主在现场看着也不怕，车里
有很多线路和零件，维修师傅指着好部件
说成是坏的，不懂的人根本看不出来。事
实上，大部分车主也都不了解这些零部

件。”上述从业人员说，“汽修店虽然都会
向消费者提供维修单，列明维修项目、所
需材料、费用等，但这并不足以让车主了
解车辆真实故障原因、维修具体过程。”

如果汽修店以次充好、以旧代新，从
而导致安全隐患，商家应该承担怎样的责
任？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刘俊海认
为，汽修店和消费者之间存在合同关系，
应根据民法典合同编和消费者权益保护
法，保护消费者的知情权、选择权、公平交
易权以及安全保障权。

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
马丽红律师认为，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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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百元的，为五百
元。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经营
者明知商品或者服务存在缺陷，仍然向消
费者提供，造成消费者或者其他受害人死
亡或者健康严重损害的，受害人有权要求
经营者依照本法第四十九条、第五十一条
等法律规定赔偿损失，并有权要求所受损
失二倍以下的惩罚性赔偿。

在马丽红看来，如果汽车维修店不能
按照消费者实际需求进行维修，导致出现
安全隐患，商家应承担瑕疵担保义务；如
果出现给消费者造成损失的情况，应对消
费者损失进行赔偿。

提供虚假证明文件
里应外合套取保费

随着汽车保有量迅速增加，旺盛的维
修保养需求催生了不少汽修店。

相对于街边作坊式的汽修店，环境更
好的大型汽修厂更加受到车主的信赖，尽
管价格上普遍高出不少，很多车主还是宁
愿“花钱买个安心”。但事实上，这可能只
是消费者的一厢情愿。

天津河西的黄先生告诉记者，他为自
己的汽车买了全险，前段时间出了一次事
故，当时保险公司确实很负责任，但是需要
黄先生在他们指定的维修站维修，黄先生
接受了保险公司的意见。可是，车从汽修
厂开出没几天就出现了行车熄火的问题。

之后，黄先生几次去该定点维修站都
没能解决问题。最后，黄先生自己掏钱去
4S店维修时发现，当时事故发生时本该替
换的零件并没有替换。于是，他立即跟保
险公司、汽修厂联系，但对方却说当时检查
并没有问题，这次维修费用也不能走保险。

北京一位业内人士张先生告诉记者，
许多保险公司的定损员还会和4S店修理
厂、事故受损车车主达成协议套取“回扣”
费用。“曾经我同事的车保险杠撞坏了，正
常在外面厂家修理更换要花 1500 元左
右。去了一家 4S 店后，定损员和他约好
定损 1500 元，报给保险公司的（理赔金
额）则是3000元，中间多出来的1500元，
定损员和他‘分成’。”

该业内人士说，有的修理师傅与定损
员“合作”套取保费，他曾亲眼见过一辆事
故车在拆解定损之前，店里的维修师傅抡
着锤子，将原本完好的汽车水箱框架砸
坏，然后定损员拍照定损，这样能向保险
公司要更多的钱。车主就成了“冤大头”，
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多交了钱。

马丽红说，如果“以次充好，以旧充
新”的汽修厂是保险公司指定的，给消费
者造成了损失，保险公司和汽修厂构成共
同侵权。刑法和保险法对保险欺诈有明
确的处罚规定，如果保险事故的鉴定人、
评估人、证明人等故意提供虚假的证明文
件，进行保险诈骗，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
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应依法给予
行政处罚。

强化监管多方发力
共同规范汽修市场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有些汽修店鼓励
员工通过多卖零部件来获取提成，有些员
工通过对车辆“做手脚”、增加维修次数或
扩大维修范围来提高收入。有些故障很
简单，更换保险丝就能解决问题，但是这
样赚不到钱，于是有些汽修店就“小病当
成大病医”，本来只需局部维修的零部件
被整件更换，只需更换小零件却被说成需
要大修。这样一来，消费者往往要多支付
几倍甚至几十倍的维修费。

“由于汽车零部件数量多且品类杂，
存在专业壁垒，普通消费者根本无法判断
自己的爱车是否被过度维修、以次充好，
甚至被捆绑消费了，往往陷入了越修毛病
越多的怪圈。”马丽红说。

对于此类情况，马丽红给消费者提出
几点建议：把车辆送去维修之前，首先要
先做些功课，提前了解维修范围，掌握汽
车维修的一些基本知识，尽量避免被套
路；在选择承修方时，尽量选择那些重信
誉、讲信用的正规汽修店，注意商家的证
照是否齐全，切勿去街边无照维修点；消
费者要保存好相关证据，比如送检前拍一
下里程，更换汽车零件时查看一下零配件
清单，在完成车辆交接时再次检查是否维
修完好，并保留好车辆维修记录。

马丽红认为，消费者很难从专业角度
判断是否在维修环节存在问题，找鉴定机
构也会有额外成本，周期也很长。要彻底
解决这个问题，还是需要行业主管部门和
协会自律组织加强监管和自我约束，从专
业源头上把好关。

“行业主管部门也应该加强对保险公
司的监管和行业建设，加快推进车险信息
平台建设，建立配件价格、修理工时、工时
费率行业标准。只有市场公开透明了，才
能做到童叟无欺，从而构建一个依法经营、
诚实信用的市场发展环境。”马丽红说。

刘俊海认为，消费者需要自我保护，
汽车修理行业也要树立严格的自律意识，
商家要自我加压，清除害群之马。同时，
监管部门也要加大监管力度，保护消费者
合法权益。 本报综合消息

17岁中国留学生遭遇“虚拟绑架”
当地时间2023年12月31日晚，在美国犹他州布

莱根城峡谷地区的一处帐篷内，当地警方找到了之
前疑被“绑架”的17岁中国留学生庄某。据媒体此
前报道，美国犹他州警方2023年12月29日表示，一
名来自中国的留学生疑似在当地被绑架，警方正在
寻找其下落。

2024年1月1日，中国驻美国使馆发言人表示，
在美国当地警方、中国驻美国使馆和中国国内公安
机关等多方努力下，该名留学生已于当地时间2023
年12月31日晚安全找到，目前身体状况良好。据当
地警方介绍，该名留学生系遭遇了“虚拟绑架”电信
诈骗，目前案件仍在进一步侦办中。

中国驻美国使馆再次提醒在美中国公民，特别
是在美留学人员务必提高安全意识，加强安全防范，
高度警惕“虚拟绑架”等电信网络诈骗，避免人身和
财产安全受损。

第一次露营没成功第一次露营没成功，，当时估计已受控制当时估计已受控制

据警方称，在失踪一周多前，庄某于2023年12
月 20 日就曾因为试图露营，被当地警察发现并阻
止。他们担心他的安全，把他带回镇上，并联系了他
的寄宿家庭。

警方表示，庄某当时很可能已经被“网络绑架者
操纵和控制”，但没有告诉任何人。

周四，警方在接到学校报案后，前往庄某的寄宿
家庭，他的寄宿家庭表示，他们不知道庄某失踪了。
他们告诉警方，他前一天晚上在家，周四凌晨还听到
了他的声音。警方表示，没有证据表明他被强行从
家中带走。

无人机介入无人机介入，，找到在找到在““露营露营””的失踪学生的失踪学生

当地警察局局长凯西·沃伦在一份声明中说：警
方与美国联邦调查局以及中国官员等多方合作，于上
周六开始搜索庄某的下落，由于天气十分寒冷，警方
担心庄某的生命安全，于是安排了搜救无人机介入。

沃伦在声明中称，搜救人员步行上山，先是在峡
谷地区的一处丛林中看到了庄某的帐篷，他们发现
帐篷里没有取暖设备，只有一条毛毯、一个睡袋、有
限的食物和水以及几部手机，警方推测这些手机正
是制造“网络绑架”的工具。

随后，警方找到了庄某本人，当时他的状态“非
常寒冷和害怕”，在确认庄某没事后，警察们也松了
一口气。“在将受害者带回警察局的路上，他表示只
想和他的家人通话，以确保他们安全，并且向警方要
了一个热的奶酪汉堡。”

警方表示，似乎有人诱骗他逃跑，以迫使他的家
人支付赎金。凯西·沃伦说，庄某被“网络绑匪”操纵
和控制，这些“网络绑匪”让庄某以为自己在中国的
家人受到了威胁，且以为父母已经支付了8万美元
的赎金。

“我们相信受害者是按照网络绑匪的指示把自
己隔离在一个帐篷里。”警方说。

““网络绑架网络绑架””犯罪新手段犯罪新手段，，特别针对交换生特别针对交换生

根据当地最新发布的一份新闻稿称，庄某在中
国的父母在收到儿子被绑架的照片和赎金要求后联
系了学校，并迫于“绑匪的持续威胁”，已经向中国的
某银行账户发送了8万美元（对于美国绑匪如何取
得在中国的这笔钱，美国警方表示“案情复杂”）。

针对“网络绑架”这种作案手法，调查人员进行
了解读。调查人员表示，庄某的案件代表了一种目
前发生率越来越高的骗局。这种骗局多是针对交换
学生，“网络绑匪”分别联系学生及其家人，让学生以
为他们的家人受到威胁，并强迫学生拍照，表明他们
被绑架了。警方称，“网络绑匪”随后利用这些照片
诱骗学生家人支付赎金。

“网络绑匪通过使用恐吓、现场照片和受害者的
录音来勒索受害者的家人，让其远在中国的家人相信
绑匪正与受害者在一起，并且随时可能伤害他们。”警
方说。这种网络绑架是一种更复杂的虚拟绑架形式，
此前有相当一部分是由墨西哥监狱囚犯作案，他们诱
骗富有的美国人支付赎金。 本报综合消息

搜救人员发现了庄某和他的“露营”帐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