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看清楚想明白！優惠折扣誰「賺到」？ 
 
長期以來企業經營者為提升銷售量，競相提出各種優惠折扣措施，消費者固因
業者的折扣優惠而受益，但亦有部分業者採取的優惠促銷方案因資訊未充分揭
露或解約附帶不合理條件等因素衍生消費爭議案件。經查近 1 年國內消費者因
為爭議的折扣贈品優惠方式而向各縣市消保官提出的申訴案件高達 131 件，其
中以電信通訊類最多，計有 35 件。 
 
分析以往較有爭議的折扣優惠方式，約略可歸納為 5 大類: 
一、贈送手機，誘導綁約申辦門號 
    例如業者以電話告知民眾中獎或民眾臨櫃時告知係優良客戶，可免費獲得

手機或平板電腦，業者再誘導簽約申辦手機門號。 
二、藉折扣價金出清存貨 
    例如告知購買大批商品即可價金打折，但實際是將即期的商品以打折方式

出清存貨。事實上，消費者通常無法在即期有效期限內使用完畢，且打折
商品不得退貨。 

三、以贈品誘導交易，但贈品不負瑕疵擔保責任或須買贈品始可解約 
    例如購買甲商品贈送乙商品，但業者不就乙贈品負瑕疵擔保責任；或要求

消費者於解約時，須退還完整贈品；或須購買贈品作為解約條件。 
四、消費一定金額即送購物禮券，但禮券有許多限制 
    例如限制使用期間、限制每次使用額度、限制須搭配現金使用、限制購買

日期、限制購買商品種類…等。 
五、其他誤導或資訊未充分告知 
    例如優惠折扣期間結束後立即推出更優惠的促銷活動或拉高價格後再打折

出售。 
針對上述消費爭議，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下稱行政院消保處）將促請各相關
主管機關邀請業者討論改善之道，如有不當行銷或廣告不實等問題，將依據消
費者保護法、公平交易法等相關法規維護消費者權益。 
行政院消保處提醒消費者，對折扣商品的權利與原價商品相同，亦即賣方的瑕
疵擔保責任，不因折扣商品而被減免，除非交易時消費者已知該產品有瑕疵。
其次，以買賣行為作為前提的「贈品」，實質上是買賣行為的一部分，不宜單
純視為民法的贈與行為，因此上開類型的「贈品」，業者不宜依據民法規定主
張不負瑕疵擔保責任。 
 
行政院消保處也呼籲消費者，千萬不要被優惠活動沖昏了頭而做衝動消費，應
該詳細詢問並仔細辨識「優惠」內容及限制。民眾如發生上開消費糾紛時，可
撥打 1950 消費者服務專線，向各地方政府消費者服務中心申訴或至行政院消
費者保護會網站（http://www.cpc.ey.gov.tw）進行線上申訴，以保障自身
權益。 



行政院消保處與賣場合推肉品抗漲，消費者可參考選購 
 
因應近期肉品價格波動，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下稱行政院消保處）已於日前
協調家樂福、大潤發、愛買、全聯、松青及頂好等 6 大量販店及超市（合計 1,136
店）推出雞肉、豬肉及魚肉等「抗漲」品項，大多數業者表示，本措施推出後
頗受好評，每日銷售量較實施前至少增加 1 成，甚至高達 5 成。推測應是抗漲
肉品物美價廉之故，消費者不妨參考選購。 
 
行政院消保處表示，為提供消費者物美價廉的選擇，遂以行政指導方式，協請 6
大量販店及超市業者就其自行吸收全部或大部分成本，價格經濟實惠的雞肉、
豬肉及魚肉等，以「抗漲」之標示張貼於冷藏或冷凍櫃的明顯處，讓消費者可
一目了然方便選購；6 大量販店及超市自 3 月 13 日起即陸續進行標示，迄 3
月 28 日均已完成標示作業。為掌握本措施的實施成效，行政院消保處日前向賣
場業者洽詢瞭解，消費者反應頗佳，綜整來說，有賣場表示「抗漲」品項有加
速銷售一空的情形；另有賣場表示消費者的詢問度增加，「抗漲」品項的每日
銷售量較實施前約增加 1 至 3 成；更有賣場的豬肉銷售量大幅增加 5 成。 
 
行政院消保處表示，由上述量販店及超市的銷售情形顯示，肉品「抗漲」措施
的推出確實受到消費者的歡迎，消費者除了傳統市場外，更多了一個「好康」
的採買管道，消費者不妨前往參考選購。當然，還是要提醒消費者貨比三家，
進行聰明的消費。 
 
 
 
 
 
 
 
 
 
 
 
 
 
 
 
 
 
 
 
 
 



電信、通訊及周邊產品、補習及車輛等消費爭議類型，連續兩年名列
申訴案件前 5名！ 
 
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下稱行政院消保處）統計 102 年度各直轄市、縣（市）
政府受理消費者申訴及調解案件，共計受理 41,175 件，較 101 年度增加 2,159
件。其中第 1次申訴案件前 5名之類型依序為電信類（4,030 件）、通訊及周邊
產品類（2,585 件）、補習類（2,421 件）、車輛類（1,850 件）及房屋類（1,850
件）。 
 
電信類大多是上網或通訊收訊品質不良而導致解約退費爭議。隨著科技進步，
智慧型手機及平板電腦商品功能日新月異，各家電信業者為吸引更多新的使用
者及留住舊客戶，紛紛推出優惠上網方案，但因基地台擴建速度趕不上使用者
增加速度，消費者抱怨通訊不良、網速過慢甚或無法上網等情形，致使消費糾
紛。 
 
通訊及週邊產品類爭議主要係手機維修、功能及電池異常問題，例如:觸控面板
功能異常、主機板無故被更換、行動電源電容量誇大等。行政院消保處於 102
年曾對市售行動電源進行品質檢測及標示查核，對於查核結果要求經濟部應將
行動電源列為應施檢驗品目，經濟部自本(103)年 5月起，行動電源必須檢測合
格始得販售。 
 
另補習類爭議仍以退費糾紛爭議為大宗。究其原因主要為業者轉介民間融資公
司，提供消費者信用貸款預繳學費及利用買少送多之行銷方式，造成消費爭議
頻傳，加上消費者未適時評估自身需要或是經濟能力而簽約，事後欲解約遭業
者所拒，致生爭議。行政院消保處要求地方教育主管機關加強對業者宣導與查
核短期補習班服務契約書範本與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外，並對於收退費事項
提出短期補習班補習服務契約書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第十一點第十二點修正
草案，並據以修正短期補習班補習服務契約書範本之對應條文內容，藉以明確
規範補習班業者與消費者間合理合法之權益，避免造成消費者權益受損。 
 
有關車輛類及房屋類之申訴件數相同。前者主要係汽機車品質瑕疵、車輛維修
服務品質及中古車里程數造假等爭議；後者，仍為房屋瑕疵及漏水等問題。行
政院消保處在與地方政府合辦消費者保護教育活動時，除以個案研討方式提醒
消費者購買車時相關應注意事項，亦請專家講授購屋糾紛，提醒消費者購屋時
應避免之陷阱，維護消費者權益。 
 
面對電信、通訊及周邊產品、補習及車輛類之消費爭議已連續 2 年為消費爭議
類型之前 5 名，為能有效保護消費者權益，行政院消費者保護會決議請各該主
管機關提出相關降低消費糾紛報告，以有效維護消費者權益，同時行政院消保



處亦將請申訴案件量較多之業者提出說明，避免消費者權益再度受到損害。 
最後，行政院消保處提醒消費者，如發生消費糾紛時，可撥打 1950 消費者服務
專線，向各地方政府消費者服務中心申訴或至行政院消費者保護會網站
（http://www.cpc.ey.gov.tw）進行線上申訴，以保障自身權益。 
 
 
 
 
 
 
 
 
 
 
 
 
 
 
 
 
 
 
 
 
 
 
 
 
 
 
 
 
 
 
 
 
 
 
 
 
 
 
 
 



103 年 1 月起市售食米抽檢改為按月抽檢逐月公布 維護消費者權益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 
 
有關媒體報導監察院對市售包裝食米之抽檢公布作業時程冗長，要求改進案，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表示，為改善抽檢作業時程冗長問題，該署已於去
（102）年 10 月中旬即對市售包裝食米之抽檢作業，進行通盤檢討改進，研擬
標準作業流程，並於本(103)年 1 月 9 日發布「市售包裝食米抽檢及公布作業
流程」規定，自本年 1 月起，市售包裝食米抽檢已按新作業流程辦理，由以往
按季抽檢，改為按月抽檢、逐月公布之方式辦理，抽檢作業減縮至 1 個半月完
成，以強化市售米管理，維護消費者權益。 
 
  有 關 市 售 包 裝 食 米 之 抽 檢 結 果 ， 消 費 者 可 進 入 農 糧 署 網 站
（http://www.afa.gov.tw）「首頁>農糧業務資訊>稻米專區>市售食米抽
檢結果」項下或農委會網站（http://www.coa.gov.tw）首頁之「農產品檢驗
專區」查閱。 
 
  該署說明，目前係針對市售包裝食米進行抽檢，為能將市售散裝米亦納入
管理，已研擬糧食管理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送立法院審查中，俟修法通過後，
將對市售散裝食米進行抽檢，以加強維護市售食米品質，保障消費者權益。  
 
 
 
 
 
 
 
 
 
 
 
 
 
 
 
 
 
 
 
 
 
 
 



發布食品及相關產品邊境通關查驗不合格資訊(103年 1-2月)(衛福部
食品藥物管理署) 
 
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簡稱食藥署)公布 103年 1-2 月邊境通關查驗共計
8 萬 3,409 批食品及相關產品，其中檢驗不符合規定共 78 批，佔抽樣檢驗批
數之 1.22%(詳如表一)，主要不合格之產品類別依序為調製蔬果、香辛料、茶
類、蔬菜及藥食兩用，其主要不合格原因為農藥殘留及防腐劑不符合規定 (詳
如表二)，後續並依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規定辦理。 
 
依據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 30 條，輸入經衛生福利部公告的食品、食品添加
物、食品器具、食品容器，應向食藥署申請查驗並申報產品有關資訊。又第 52
條，輸入產品經通關查驗不符合規定，除管制輸入外，並得公布商號、地址、
商品名稱及違法情節。 
 
針對邊境通關查驗不合格的食品，均應依規定辦理退運或銷毀，同時，食藥署
會依照輸入食品及相關產品查驗辦法規定，提高產品的抽驗機率，最高可提高
至 100%抽驗；並同時責令食品業者實施自主管理，確保食品衛生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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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103年 1-2月輸入食品報驗情形                                                       

年度 報驗數 總淨重(Kg) 檢驗數 
檢驗比

率% 

檢驗

不合 

檢驗不

合格率

% 

103年 1-2月 83,409 1,176,005,179.82 6,368 7.63 78 1.22 

102年 1-2月 74,841 1,045,164,429.61 6,255 8.36 78 1.25 

 

表二、103年 1-2月常見不合格產品前五大類別及其不合格項目 

排

名 

中分類 報驗批數 檢驗批數 

及比例(%) 

不合格批數

及比例(%) 

主要不合

格檢驗項

目 

常見品項 國家 

1 調製蔬果 3,505 242 (6.90) 14 (5.79) 農藥殘留

及防腐劑 

例如醃漬

蔬菜、醃

漬水果 

- 

2 香辛料 346 27 (7.80) 10 (37.04) 農藥殘留 香料粉 印度 

2 蔬菜 2,165 298 (13.76) 10 (3.36) 農藥殘留 綠蘆筍 泰國 

2 茶類 1,005 303 (30.15) 10 (3.30) 農藥殘留 綠茶、紅 越南、法

藥求安全‧食在安心 

http://www.fda.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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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 國 

5 藥食兩用 280 57 (20.36) 8 (14.04) 農藥殘留 菊花、枸

杞子 

中國大陸 

備註 1. 排名以不合格批數排序 

     2. 調製蔬果之不合格品項未有集中品項及國家之趨勢 

http://www.fda.gov.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