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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认勾选防不胜防
“明明看到的是630元的机票价，结果却付了708

元，退改签又不划算，只能认了。”吴小姐说。她收到
的预订信息显示，她买下的不光是机票，还有一张酒
店优惠券。“一查订票明细，才知道确实是我自己预
订的。我赶紧打电话给平台客服，表示我并不需要
这张酒店优惠券，是否可以退掉。”吴小姐说，客服的
回复是，虽然酒店优惠券是默认服务项目，但是旅客
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自行勾选取消，一旦出票，就无
法再进行修改和退还相关费用了。

“其实，我每次购买机票的时候还是很小心的，
在选择时，我已经取消了门票礼包等，没想到还有

‘漏网之鱼’，真是让人防不胜防。”吴小姐说。
宁波市民张先生一家三口近期准备去大连玩，

在订机票时，提交订单后，发现费用多出 400 元左
右。张先生仔细地看了一下，发现不仅有机场建设
费，还有贵宾休息、航空意外险和接机服务等。“这些
选项都在默认服务选项中，而且选项非常不明显，字
体小到要找好半天才能找到，一个不留神就会和机
票一起订了。”

“正常情况下，这种附加的服务不应该在默认选
项中，而应该让消费者根据自己的需求自主选择。”
张先生有些气愤地说，在消费者不知情的情况下，这
种隐性服务有诱导消费的嫌疑。

不光机票，在互联网中介平台购买高铁票也存
在“搭售”现象。

经常乘坐高铁的大学生小孟说：“前几年刚接触
这类第三方售票APP时，难免踩坑过几次，当你选定
想要的高铁动车票，下一步准备付钱的时候，它总会
悄无声息地给你勾选一两个附加服务，比如5元到20
元不等的意外保险。”

小孟说，他早就熟悉了售票网站的各种“套路”，
一般情况下是不会被坑的，就是麻烦些。最让他担
心的是家中对网络订票还不大熟悉的长辈们。“我爸
妈难得去外地旅游，订下高铁票后，发现付的钱比实
际票价高了不少。”

律师这么说
“有些‘搭售’行为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自主

选择权、公平交易权，应受到相关管理机构和法律的
管理和规制。”北京大成（宁波）律师事务所律师袁斌
表示，现在网络购票“搭售”几乎成为行业的潜规则，
有点变相强制消费，涉嫌侵犯消费者的选择权和公
平交易权，“因为没有醒目的提示，我自己也曾遭遇
过在网上购票被‘搭售’”。

袁斌建议，消费者在下单前一定要看清楚，因为
一旦出单就意味着双方已经成立合同关系，而且由
于捆绑的选项是可以去掉的，所以这种误导消费的
行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没有发生实际性的损害，主
张赔偿很难，法院一般也不支持。

当然，也有法律界人士认为，一些在线旅游企业
多次陷入“霸王条款”纠纷，既说明我国互联网企业
对保护消费者权益的认识不足，也说明相关法律规
范的缺失。当务之急是健全法律法规，明确主体责
任，对霸王条款、消费陷阱、恶意“搭售”等不正当行
为严惩不贷。

民航局这么说
近日，民航局运输司负责人指出，民航局最新发

布了互联网机票销售的行为规范，强调严禁销售企
业搭售行为，要充分维护旅客知情权和自主选择权，
不得以默认选项的方式出售机票以外的产品；应以
清晰、明确、明白无误的方式，为旅客提供自主选择
的机会，以免产生产品误导或诱购行为。

民航局运输司负责人称，将进一步规范其他网
上销售行为，包括优惠机票、退改签服务、行李运输
优惠等的限制条件，在旅客购票时要明确告知，避免
旅客产生不必要损失；督促中国航空运输协会并促
使各个航空运输企业和销售代理企业进行自查、整
顿，增强行业自律性，为旅客创造一个更加和谐的购
票环境。

曹一 图 亦多文

网约车新政已正
式实施一段时间，但一
些地方在具体执行过
程中却不太顺利。由
于行业内部对于向监
管部门提供实时数据
存在争议，在一定程度
上影响到网约车行业
的规范发展。

这正是：规范网约
车，市场难分割。呵护
新业态，公益莫被遮。

船老大困了小工驾船
船舶撞上礁石后沉没
一查，两人都是“无证驾驶”

王晓峰 朱飞龙 陈祺鹏

在路面上，常有交警拦下无证驾驶的司机，这已见怪不怪
了。而在海上，交通工具变成了轮船，但同样也有“无证驾驶”
一说，带来的安全隐患不容小视。日前，象山边防民警在救助
3名落水渔船民时，发现事故原因竟是无证驾驶。这也是象山
边防部门破获的首起无证驾驶机动船舶案。

当日凌晨 1 时许，象山石浦边防派出所民警接 110 指令
称：在石浦镇檀头山附近海域有一艘小型船舶发生沉船事
故。接到报警后，民警迅速联系象山县海洋与渔业行政执法
大队，乘船到达事发海域附近。凌晨时分风浪较大，民警通过
探照灯搜索发现了落水的 3 人，他们已被冻得无法正常行
动。民警和渔政人员乘坐小艇将 3 人成功救起，带至大船
上。沉船事故原因令人哭笑不得，居然是无证驾驶惹的祸。

原来，船老大苏某驾驶一艘木质小型船舶到檀头山附近
海域进行捕鱼。到了第二天凌晨0时许，船老大有点困，船上
小工钱某便提出由他来驾船。到了凌晨1时许，船舶撞上礁
石导致船底进水，船上人员随即报警求助。无奈进水速度太
快，3人只能弃船逃生。民警在检查证件时发现，船老大苏某、
小工钱某均无法提供驾驶机动船舶所需的适任证书。

随后，民警通过象山县渔政渔港监督管理站调查核实得
知：苏某的机动船舶驾驶证已于去年过期，至今未重新进行培
训，但今年以来他多次驾驶船舶到洋面上去捕鱼；钱某从未办
理机动船舶驾驶证，但多次帮助船老大驾驶机动船舶。民警
说，这两人属于无证驾驶机动船舶，严重危害水上交通安全。
边防部门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对他们作出处罚：行政拘留
11日并处罚款1000元。

边防部门提醒广大渔船民：无证驾驶机动船舶在海上进
行生产作业存在极大安全隐患，这起案件的查处也为渔业船
舶所有者、经营者敲响了警钟，只有严守渔船安全生产底线，
才能营造一个安全有序的渔业生产环境。

结婚离婚同居复婚
那两人财产怎么算

徐珊珊

不久前，李女士来到余姚市公证处，就夫妻财产问题向公
证员咨询。李女士与王先生于1998年登记结婚，后因感情不
合于2005年协议离婚。之后旧情复燃，两人于2008年开始同
居，但一直没有复婚，直到上个月才办理了复婚手续。两人在
同居期间，分别以各自的名义购买了几处房产以及各种基金
股票。李女士问公证员，这些财产应该算是夫妻共同财产还
是各自的个人财产？

公证员告知李女士，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
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四条的规定，“男
女双方根据婚姻法第八条规定补办结婚登记的，婚姻关系的
效力从双方均符合婚姻法所规定的结婚的实质要件时起算。”
也就是说，如果有足够的证据可以证明李女士与王先生在同
居期间已经符合结婚实质要件，那么二人婚姻关系的效力应
该从2008年同居时起算，相应的，除双方有约定外，上述财产
也应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

网购机票被“搭售”酒店优惠券
消费者叹气“明明不想要，却要我买单”
王婧 姚叶倩 文 章丽珍 画

“在线购机票满满的都是套路，有时候真的很
让人心塞。”近日，宁波市民吴小姐在某大型旅游
平台上给母亲预定了一张从银川飞宁波的机票，
不料遭遇各种捆绑消费，不胜其烦。

据了解，吴小姐的烦恼并非个例，很多在线旅
游网站都在机票、高铁票、火车票等预订页面中，
将酒店优惠券、门票礼包、航空意外险或贵宾休息
等服务设置为默认选项，消费者下单时一不留神
就容易中招。

畅行无“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