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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喝就瘦的减
肥茶，神奇的

视力保护贴，包治
百病的保健品……
日常生活中，人们
对于这样的广告宣
传并不陌生，有时
甚至深信不疑。殊
不知，许多人因为
轻信了这些夸大宣
传的内容，不仅损
失了金钱，还耽误
了病情，甚至留下
终身遗憾。前不
久，老卢一家就因
为轻易听信了虚假
宣传，最终酿成无
可挽回的悲剧……

赔偿责任谁来担？
调解员找准依据平争议

在调解室里，只见双方当事人分坐两侧，势同水火。
原来，在这件看似简单明了的案件中，双方当事人对

赔偿责任问题始终存在很大争议。
阿玉认为老卢是因为听信了李杨的宣传而停止服用

其他药物，每日仅食用该产品，延误了正常治疗时机，导
致病症加重，最后无药可医，对方需按侵权责任法中的相
关规定，对死者家属方进行人身损害赔偿。而李杨则认
为其所售的产品是通过正常途径所得，并非假药劣药，其
行为并不违法，亦对他人无害，更不必然导致老卢死亡，
两者无因果关系，所以无需承担赔偿责任。

“如果依据侵权责任法来赔偿，前提是存在因果关
系。”陈方兴解释说，如果死者家属主张按人身损害标准
进行赔偿，需证明老卢的死与其食用该产品存在因果关
系。但老卢早已火化，这一因果关系的证明无从进行，家
属方的主张难有依据证明。

难道真的如李杨所说，自己无需承担责任？调解员
当即给予否定，并第一时间向当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了
解此案的调查结果。

根据当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出具的行政处罚决定书
可以了解到，当事人李杨售卖的这种产品并没有在任何

地方注明“可以根治”大病的相关信息，但是李杨在从
事食品零售经营期间，为推销其所经销的、明知属于普
通食品的该系列产品，以印发宣传散页和口头宣传的
方式，对涉案产品的制作成分、制作方式、性能、用途等
信息作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宣传，致使患有疾病的消
费者及其家属，相信服用属于普通食品的该系列产品
具有正规医疗难以企及的效果，并先后购买了数万元
该产品。其行为构成虚假宣传。

因此，调解员认为此案可以按虚假宣传纠纷进行
调解，且事实明确，证据确凿。

以法释疑以情解结
“退一赔三”解纠纷

在明确本案调解所依据的法律条文后，接下来的
调解也变得有理有据。

对于死者家属一方，调解员一方面从情感上表达
了对他们痛失家人的理解和遗憾，同时请他们明白：若
要按人身损害标准进行赔偿，则缺乏有力的证据证明，
更何况老卢本身患有癌症，也可能导致悲剧的发生。
但依据我国新修订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他们可依据
虚假宣传主张“退一赔三”。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五
条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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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三倍。”陈方兴向老卢的家人一一解释道。

对于李杨的行为，调解员也从法律的角度指出其认
知上的错误，并让其明白此前夸大产品疗效的推销行为
已经构成了虚假宣传，这一点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的认定
可以证明。按照法律规定其在返还老卢已支付的费用
后，还需承担三倍的赔偿金；同时劝告李杨能设身处地
地站在对方角度看待此事，体会死者家属的心情。

经过一番明理析法，李杨很快意识到自己已经构
成虚假宣传行为，需要承担法律责任，并愿意承担赔偿
责任。但李杨表示，自己经济条件不好，根本无力承担

“退一赔三”的赔偿额度。调解再次陷入僵局。
在实地查访了李杨的经济条件后，调解员又从情

理上进行了一次“背靠背”的沟通。最终，考虑到通过
法院起诉，不仅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能
否执行到位也未知，双方当事人各退一步，最终达成统
一意见，签订调解协议书。

轻信虚假宣传酿悲剧 这个责任谁来担？
调解员：忽悠消费者要“退一赔三”

吃这个可以根治大病？
结果病没好，人没了

老卢家庭幸福，日子过得平淡充实。直到有一天，他
被确诊为癌症，这个家庭的平静被彻底打破了。

患病后，在家人的支持下，老卢积极配合治疗。前几
年，老卢做了一次手术，术后恢复还算不错。随后的几年
时间里，老卢又积极治疗，病情渐渐稳定下来。似乎一切
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

直到一天，一个叫李杨的人上门售卖一种食品，宣称
自己店里售卖的这种产品对根治各种大病有效果，还拿
出了一张宣传单，对该产品的疗效进行了夸大宣传。原
本，对于这样的上门推销，老卢一家基本不感兴趣。可
是，这次一听说这产品可以治好自己的病，长期忍受病痛
折磨的老卢动了心。在李杨一番诱说之下，老卢当即购
买了产品，决定尝试一下。此后，老卢严格按照李杨的说
明，坚持每日食用。

可是，食用了一段时间后，再次来到医院复查，老卢
一家发现，病情恶化了……

“这个‘药’会不会根本没有用，难道是被骗了？”看到
医院的检查结果，老卢和家人开始犹豫了，当即找到李杨
经营的店面，问出了心中的疑问。

“这个‘药’吃下去会有一个反复的过程，没关系的，
继续吃。”针对老卢的情况，李杨仍然坚持认为，自己售卖
的产品具有很好的疗效。于是，在李杨的劝说下，老卢仍
然每天坚持食用该产品。

老卢在该产品上花了大价钱，但病情却不断恶化。
而让老卢一家悲痛的是，不久后老卢离开了人世。

“如果不是听信了李杨的宣传，每天仅食用这种产
品，老卢便不会错过正常治疗时机，最终导致病情加重
……”噩耗传来，老卢的妻子阿玉痛不欲生，坚持要找李
杨讨要说法。

经多次协商无果后，双方找到了舟山市普陀区人民
调解委员会。有着30多年调解经验的陈方兴接待了两名
当事人。

广告推销须谨慎
夸大宣传要担责

舟山市普陀区法律援助中心法援律师汪昌法认为：
根据我国法律规定，构成人身损害赔偿责任一般

由四个要件构成：1、行为，包括作为和不作为。它是
指违反法定义务、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而实施的造成
他人人身损害的行为。2、损害事实。是人身损害赔
偿案件中必备的要件，指因人身侵权行为而致受害人
不利益的客观事实。任何人只有在因他人的行为受
到实际损害的情况下，才能请求法律上的救济。3、因
果关系。责任自负原则要求行为人对自己行为所造
成的损害后果负责，没有行为与结果之间的因果关
系，就没有行为人的责任。4、主观过错。指主观上的
故意和未充分尽注意义务的过失，包括故意和过失。

而在本案中，因为老卢已经过世并进行火化，对
于因果关系的证明就变得比较困难。因此调解员另
辟蹊径，转而引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相关规定——
经营者向消费者提供有关商品或者服务的质量、性
能、用途、有效期限等信息，应当真实、全面，不得作虚
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宣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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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倍……

此外，调解员从双方当事人的经济能力、事情情
节等综合考虑，运用面对面、背靠背等多种调解方式，
最终化干戈为玉帛，使得调解合情合法。

提醒广大消费者，在购物过程中，应提高判断能力
和选择能力，既要考察卖家的可靠性，也要做好交易证
据的采集与保存，以便权益受到损害时能够通过合法的
手段维护自己的权益。同时，也提醒经营者要诚实宣
传、诚信经营，否则可能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文中所涉当事人除调解员和律师外，均为化名）

本报记者 陈赛男 通讯员 贺吉凤 俞英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