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標示標示標示標示    虛擬虛擬虛擬虛擬？？？？『『『『知知知知』』』』權益權益權益權益    落空落空落空落空！！！！    

網購蛋糕網購蛋糕網購蛋糕網購蛋糕標示合格率偏低標示合格率偏低標示合格率偏低標示合格率偏低！！！！    

 發佈日期： 2011.05.04  是否為了五月的第二個星期天，在網路上苦苦搜尋合適的蛋糕？顧著挑選口味與外形的同時，您選擇的網路賣家是否也依法將其相關資訊揭露在商品網頁與商品包裝上？   本次調查發現，20 家業者中，有 55％的業者在網站上沒有留下任何聯絡資訊，包括地址、電話、電子郵件等資訊；交易資訊的項目中，有 75％的網頁沒有看到「消費爭議處理方式」，而攸關消費權益的「猶豫期間」，則是有 40％的網頁未看到。   完整的資訊揭露，其重要性在於，購買當下，若有任何疑問能依循網站資訊瞭解商品狀況；而實際收到商品後，若商品發生問題，也能讓您立即瞭解商品的詳細資訊，甚至可作為申訴、理賠的依據，消費者切不可輕忽，以免喪失消費權益。   購買網路商品前 您有權利瞭解的資訊有哪些？    依「電子商務消費者保護綱領」及「零售業等網路交易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強制性規定）所示，在線上資訊揭露的部分，企業經營者應提供充分、正確、清楚且易於瞭解之資訊，提供資訊的內容應包括企業經營者本身資訊、銷售產品或服務之相關資訊，與交易資訊。   業者應該提供的資訊，就像是出生證明一樣，是讓消費者安心消費不可或缺的要素。在這次的調查中，分別針對企業經營者本身資訊與交易資訊來做檢視，調查的 20 家網路業者提供資訊的狀況實在不盡理想。而您的權利，也就在購買蛋糕的過程中，無聲的喪失了。   企業經營者本身資訊企業經營者本身資訊企業經營者本身資訊企業經營者本身資訊    揭露程度過低揭露程度過低揭露程度過低揭露程度過低（（（（請見表一請見表一請見表一請見表一））））      我們發現，業者提供在網站平台的資訊，100％都看不見業者的「聯絡人」、「經營型態」，與「核准的證照號碼」；95％未看到「負責人姓名」；75％未看到「公司或商號所在地」、「電子郵件」、「傳真」；65％未看到「營業處所所在地」；60％未看到「電話」。   甚至，有 55％的業者沒有留下任何聯絡資訊，舉凡地址、電話、電子郵件一概未提供於網路平台上。如此，一旦商品發生問題，商品外包裝又已丟失的情況下，消費者實在很難找到可以直接負責的管道。   單單以調查樣本的表現來看，在企業經營者本身資訊的提供上，表現最差的是「櫻桃



爺爺」的「濃情巧克力」蛋糕，與「留乃堂」的「帕瑪森切達蛋糕」；兩者皆只提供了「企業經營者登記名稱」、「加入自律機構或其認證」、「會員資格之確認」此三樣資訊，全無任何聯繫方式（電話、郵件信箱等），消費者要諮詢或發生任何問題，都無法即時聯繫上業者，對消費權益有很大的影響。   交易資訊狀況交易資訊狀況交易資訊狀況交易資訊狀況    飯店飯店飯店飯店、、、、酒店表現最差酒店表現最差酒店表現最差酒店表現最差（（（（請見表二請見表二請見表二請見表二））））      在網站上，業者對於交易資訊的揭露，比起企業經營者本身資訊，表現是較好的。在所有交易資訊的項目中，75％的網頁未看到「消費爭議處理方式」，可以說是最容易被業者忽略的項目。另外，也有 65％的網頁未看到「保固服務」的部分。而像是「猶豫期間」，則是有 40％的網頁未看到。   調查樣本在交易資訊狀況的提供上，表現最差的是「台北老爺飯店」的「北海道起司蛋糕」，不論是「購買限制」、「猶豫期間」、「終止或解除契約」、「退貨或換貨」，或是「退款之條件」、「保固服務」、「消費爭議處理方式」，共有 7 項與消費者權益緊緊相連的重要交易資訊皆未被看見；而「大億麗緻酒店」的表現同樣欠佳，只多顯示了一項「退貨或換貨」，其他 6項是和「台北老爺飯店」一樣未被看到的。   蛋糕業者商品售價定得高，對於自己的資訊揭露要求卻是一點都不高。根據調查結果，售價 1,300元的蛋糕，對於退換貨的說明可是比 180元的布蕾捲還不清楚，業者理應對此強加改進。   實際到貨商品標示嚴重不全實際到貨商品標示嚴重不全實際到貨商品標示嚴重不全實際到貨商品標示嚴重不全（（（（請見表三請見表三請見表三請見表三））））         另一方面，為瞭解消費者收到商品後的商品標示狀況，結果發現，依照「食品衛生管理法」第 17條，標示情形實在欠佳，100％未標明食品添加物名稱；95％未標明內容物容量或數量；90％未標明營養標示。   以調查樣品來看，「?本多田」的「水果花園」蛋糕在商品包裝上，可以說是什麼都沒標，不論是品名、廠商名稱，或電話號碼，甚至是有效日期與保存條件一律通通不提供。另外，「D2惡魔蛋糕」的「香蕉巧克力蛋糕」（「招牌甜品香蕉巧克力蛋糕」）僅提供了電話號碼與保存條件。   結論結論結論結論      無論是生日、結婚等場合，蛋糕永遠是少不了的歡慶要角，親朋好友團聚在一起，為彼此重視的人慶祝許願，期許人生更美好，然而，此次調查結果顯示，網購賣家的資訊揭露部分顯然尚待努力，100％的業者未標明食品添加物名稱；95％未標明內容物容量或數量；90％未標明營養標示。  



 網站資訊的設計，國內有「電子商務消費者保護綱領」可茲參考，雖不具強制性，但為了維護消費者「知」的權益，消基會建議網站經營者應以綱領為本，提供最完整資訊給消費者。   本次檢視網站蛋糕的標示，檢視時發現，包裝食品始應依「食品衛生管理法」規定標示項目，而非屬包裝食品之網購蛋糕，消基會認為應依「零售業等網路交易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強制性規定）規定標示，由於兩者存有落差，而一般非包裝零售食品大都以當場面交的交易方式，網購交易食品涉及遠距、通路、儲藏等因素，易遭汙染，應採取較嚴格的包裝食品標示規定，並適用「零售業等網路交易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始能保障消費者權益。（註：食品是否屬包裝食品，以其包裝經拆封後是否具回復性為判斷標準，若不可恢復者，始以包裝食品論，而應依「食品衛生管理法」標示，否則無需標示。）   「確實的標示」代表著業者對消費者負責任的第一步，建議業者在商品標示的情形也應積極改進，以讓消費者買得安心，吃得開心！ 
摘自<中華民國消費者文教基金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