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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美“坑”如何“避”

费者并不少见。有消费者向记者反映，她在接受医院祛红的激

光项目时，连续做了 4 次，皮肤发红的状态都没有什么改善，

但因为当时签的合同中有“效果达不到预期”的免责条款，所

以尽管不满意治疗效果，她也没有追究医院的责任。

“医美行为的效果是跟人的外形有关，它是对美的评判，

所以标准很难客观统一，这恐怕是医美领域维权难的一大原因；

第二，很多消费者考虑到个人隐私，也会选择隐忍；另外就是

像激光的这个消费者，遇到了一些不合理的格式条款，也就是

我们通常所说的霸王条款，会导致一些消费者误以为自己已经

丧失了维权的权利。”朱平晟分析认为，“唐女士的案例中，

因为医生的治疗方案错误，导致唐女士没有达到美容效果，甚

至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可以根据当时合同的约定

或实际损害的情况，向法院提起诉讼，让机构承担违约责任或

侵权责任的，涉及责任竞合的法律问题，可以请专业人士选择

合适的“途径”。而另一位消费者的情况中，她的皮肤现状是

否可以通过别的手段治疗达到一个好的效果，这是比较关键的

一个问题。如果现有的医美手段都达不到效果，那医院也是可

以免责的，否则，消费者也可以要求医疗机构退还部分款项。”

“首先消费者要确保自己选择了一家拥有资质的医院来做医

美项目，此外，每次治疗前，可以通过拍照以及一些皮肤检测的

数据，作为治疗前后的效果对比，这是非常重要的。”莫雅晴表示，

效果的前后对比可以作为一种证据，当患者对治疗效果不满意时，

可以请医院上级部门或者第三方介入，做一个公平的判断。

变美反要你申请“医美贷”？跑为上策

据三湘都市报报道，近日，小龙因有去黑头的需求，在手

机刷短视频时看到了“痘医生”发的体验广告，于是联系客服，

预约了痘医生皮肤管理中心的 16.8 元进店体验套餐。

体验过程中，店方工作人员用仪器帮她做了脸部检查，称

她的皮肤很严重，体验套餐对她来说效果不佳，推荐小龙做一

款 1.2 万元的套餐。

因为超过了自己的支付能力，所以小龙一开始是拒绝的。

结果店方就推荐她办理分期贷款，小龙说：“办理贷款期间，

店里工作人员拿着我的手机与身份证办理分期网贷，全程都是

工作人员在操作。”

次月，当网贷平台致电小龙催还贷款时，她才得知自己办

理了网络贷款。小龙随即找到店方协商，提出中止治疗并退款

的要求。店方回复，可以退，但套餐产品包装均已打开，影响

二次销售，需支付产品费用及违约金，共计 10960 元。

其实小龙这样的情况并不罕见。有媒体报道，一名大四女

学生，去一家美容院体验，结果在工作人员的劝说下，通过贷

款方式办了年卡，工作人员告诉他，这个贷款是“0利息0首付”

的。结果，办完卡以后，她频繁地接到借贷公司的催收电话，

原来她已经背上了近 6000 元的贷款及高额利息。

经过消保委调查，发现消费者并没有和商家签订相关合同，

也没有收款收据。消费者是与上海某小贷公司签订的贷款合同，

分成了 12 期，合同年化利率高达 30%，总利息约 1000 元。

朱平晟认为：“医美行为其实并不是刚需，它属于自我提

升的一种‘奢侈消费’。从商业道德来说，商家不应该诱导消费，

而且是远超消费者消费能力的消费，这种商业行为本身是不道

德的，但并不意味着全都是违法行为。如果贷款协议约定的利

息远高于一般标准，可以向金融监管部门投诉，恢复到一个相

对公平的尺度。如果一些行为中出现了强制的、欺骗性的行为，

那商家可能就违法了，消费者可以要求解除合同，退回不合理、

不正当的收费。”

此外，当前还有一种打着高薪招聘的幌子，实则以应聘者需

提升外形气质为由，劝说其做医美的“消费陷阱”，如果消费能

力达不到，还会让消费者通过办理医美贷进行消费。“这是非常

危险的行为，因为显然已经有了虚假的行为。从相关案例中可以

看出，其招聘显然是噱头，而让人进行医美从而获利才是目的，

如果这样的手段重复实施，获取利益较大，甚至有些受害者蒙受

了身体、精神、财物的多重损失，其可能构成犯罪。”朱平晟建

议，消费者不论是求职还是求美，遇到推销办卡甚至要求你贷款

消费的情况，第一时间拒绝并离开，以免人身财产安全受损。

央视曝光医美贷陷阱，零利息网贷瞄准学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