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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端智能锁认准德施曼
专业的更安心，连续13年销量领先！

公安部电子防盗锁行业
新标准主要起草者，太平洋
保险承保。
电话（微信）：18713077691

如今，不同类型的口腔治疗
机构随处可见。其中一些挂着响
亮的名头，宣传医生团队实力雄
厚，但记者调查却发现，这些“专
业光环”不一定真实。有些名头
只要缴费，就能获得专业委员会
会员的资格证。

无需资质和身份信息
付费就可成为会员

在许多口腔诊所，展板上都
会介绍医生的专业背景，记者在
众多医生履历介绍中发现，“中
华口腔医学会会员”以及各类专
业委员会的会员被经常提及。

据了解，中华口腔医学会是
由口腔医学科学技术工作者以
及从事口腔医学相关的医学院
校、科研单位、企事业单位及社
会团体自愿结成的全国性、学术
性、非营利性社会组织，目前个
人会员总数已超过15.6万人。

那么，个人想要成为中华口
腔医学会会员，需要什么样的资
质呢？记者进入中华口腔医学会
的官方页面，尝试点击“会员申
请”，使用了一个虚拟名字，完成
缴费操作后，就成为了会员，并
能查询到相关证书。

成为普通会员后，记者进一
步申请，通过再次缴费，将普通
会员升级为专科会员。

为了核实在网上已申办会

员的有效性，记者按照官网上显
示的地址，来到了中华口腔医学
会的办公地点，被告知成为会员
并不需要审核。

8家诊所4种治疗方案
有医生竟无执业信息

记者又随同 65岁王女士对
部分口腔治疗机构进行了体验
调查，却在 8家口腔治疗机构得
到了4种完全不同的治疗方案。

王女士左侧上牙之前做过
牙冠，但牙根条件一直较好，也
没有不适的感觉，最近王女士吃
坚果时右下部的磨牙硌了一下，
导致偶尔会对冷热食物敏感。

记者和王女士先随机选择
了三家口腔诊疗机构，得到了三

种截然不同的治疗方案。
第一家建议对疼痛牙齿进

行简单修补，并对其他无痛感的
牙齿进行牙冠的废旧换新，报价
4000元；

第二家建议给疼痛牙齿的
咬合面做一个薄薄的覆盖体进
行保护，报价3800元；

第三家医院建议，对疼痛牙
齿和相邻的好牙齿一起做根管
治疗，并磨削两颗原牙佩戴牙
冠，报价5000元。

三家口腔治疗机构给出三

个不同诊疗方案让王女士难以
抉择，于是在继续走访和咨询
了多家口腔诊疗机构之后，王
女士最终接受了第四种治疗方
案——先进行补牙处理，尽可能
地保留住原生牙齿，报价不到
300元。

随后，记者通过国家卫健委
官方平台提供的医师执业资格
信息开放查询页面，对走访过的
口腔诊所医生的执业资格信息
进行了查询，发现建议王女士把
坏牙以及相邻的好牙一并治疗
的院长，根本无法检索出执业注
册信息。

机构宣传的知名医生
实际上并不会来看诊

除了医生的资质，还有一些
口腔治疗机构挂着“牙齿修复中
心”“口腔专科联盟”的牌子，宣
传有知名医生坐诊，而记者调查
发现，部分诊所的“专业光环”不
一定是真实的。

记者走访了辽宁大连一家
名为洁雅口腔的医院，在医院大
门口最醒目的门楣上写着“中国
医科大学附属口腔—口腔疾病
诊治专科联盟”的字样。

针对“诊治联盟”，记者进行
了求证。中国医科大学附属口腔
医院公众号一篇推文中显示，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口腔医院口
腔疾病诊治专科联盟”确实存
在。记者随后致电中国医科大学
和附属口腔医院的多个部门，了
解大连洁雅口腔医院是不是该
专科联盟的成员单位时，得到的
回复都是否定的。

洁雅口腔介绍医生的信息

墙上，不仅有外籍医生，还有一
位来自北京公立医院的医生，海
报上宣传其是“原北京协和医院
口腔科某位主任医师”。

当记者提出能否请这位主
任面诊时，工作人员却推脱说，
目前无法安排。“他出诊频率很
低，一个月有可能都不出诊一
次。一般攒五个左右的复杂病
例，会单独请他过来一天。”

记者进一步调查发现，这位
主任医师目前仍在北京协和医
院口腔科坐诊，同时，通过国家
卫健委医生执业注册信息查询
页面检索到，这位医生的多点执
业备案信息中并没有大连洁雅
口腔医院。

至此，记者发现，大连洁雅
口腔医院所宣称的所谓“专科联
盟单位”信息，所展示的个别医
生资质、执业信息，均与对外宣
称的事实不符。

截止到2024年1月，全国市
场监管部门登记在册的口腔医
疗机构已达12.6万家。遍布城市
的口腔治疗机构，织就了国民口
腔健康的“呵护之网”，但是口腔
治疗机构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虚
假宣传、过度治疗等行为也让患
者失去了信任和安全感。医疗之
本，在于精诚。若任由逐利之风
盛行，而不严堵漏洞、强化监管，
终将导致行业之舟偏离航向，患
者之舟难觅安全。

据央视

价格从300元到5000元不等

看个牙8家诊所竟给出4种治疗方案
“中华口腔医学会”花钱就可成会员

“我只看到租借价格 2 元，
没想到是 2 元/30 分钟。”近日，
外出就餐的北京市民赵女士遭
遇共享移动电源价格“背刺”，一
顿饭的工夫共享移动电源扣款
10 元。她还在扣款协议中发现
了“您确认并不可撤销地授权某
科技公司发出扣款指令……”的
字眼，让赵女士为共享移动电源
的便民性和安全性打了个大大
的问号。

这样的经历，并非个例。共
享移动电源，曾被视为解决现代
人手机电量焦虑的“救星”，在各
大商场、餐厅、咖啡馆等公共场
所都可见。然而，随着市场的快
速发展，这一便捷服务的价格上
扬，从最初的1元/小时到如今部
分品牌高达 6元-8元/小时甚至
更高的价格，共享移动电源的涨
价不时引发吐槽，成为消费者口
中的“价格刺客”。

高额租金刺痛消
费者神经

有研究报告显示，2023 年
共享移动电源行业覆盖点位数
已达到 404万个。然而，随着市
场的快速发展和竞争加剧，规范
与秩序和预期相差甚远。有人戏
称，共享移动电源行业走上了时
时上热搜、年年当刺客的“黑红”
出圈路。

“一开始我觉得共享移动电
源很方便，价格也不贵。”经常使
用共享移动电源的北京市民崔

女士说，“但后来我发现，不仅使
用价格涨了，有时候连还的地方
都找不到，还错一次还要扣钱”。

类似崔女士这样的遭遇并
非个例。就职于北京一家互联网
公司的王亮（化名）在计算年度
消费报告时发现，自己一年在共
享移动电源的花费竟高达 1200
元，该话题引发热议。此前，“景
区共享移动电源1小时10元”话
题就曾冲上微博话题热搜榜。

共享移动电源价格的暴涨，
备受消费者诟病。据多位消费者
反映，部分品牌的共享移动电源
租金已经达到每半小时4元到6
元，24小时封顶价格则从 20元
到 40元不等，在一些热门商圈
和旅游景点甚至更高。有消费者
在使用过程中遇到了设备故障、
充电速度慢等问题，导致使用体
验大打折扣。在使用共享移动电
源时，还会遇到价格不透明、标
价混乱的情况。

在黑猫投诉平台上，搜索共
享移动电源后，相关投诉高达两
万多条，且这些投诉集中在无法
联系客服导致难以归还、恶意扣
费、归还后仍在扣费、隐性收费
等问题上。

乱象背后隐含行
业监管缺失

共享移动电源行业在经历
野蛮生长后，面临盈利压力与运
营成本攀升，部分企业为了在激
烈的市场竞争中占据优势地位，

选择通过提高租金来获取更多
利润。“这个行业的竞争确实很
激烈。”某共享移动电源企业的
负责人坦言，“但是为了生存，我
们不得不提高价格。”

近日，京津冀三地消协组
织发布的一项共享充电宝消费
调查结果显示，有近 60%受访
者认为共享充电宝收费不合
理，超 15%的受访者认为共享
充电宝租借价格不透明，标注
不清晰。

“公平原则是民法确立的民
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时应当遵
循的基本原则。”中国农业大学
法律系副教授梁伟亮接受《法治
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我国消
费者权益保护法明确规定，消费
者享有价格知情权和公平交易
权。然而，共享移动电源市场中
存在计费标准不一、超过 1分钟
按 1小时计费等问题，违背了这
些原则和要求，与乱扣费、缩短
免费时长等行为性质相同，表明
市场价格秩序混乱。

记者了解到，共享移动电源
行业采取了“自主运营+代理运
营”双模式管理，导致同一品牌
在不同地点、同一地点的不同品
牌之间收费标准存在较大差异。
这种分阶分场景收费的模式，不
仅消费者不理解，也加剧了价格
乱象。

梁伟亮认为，共享移动电源
经营者普遍采用场景定价模式，
根据城市、区域位置、消费场景
等因素进行租赁服务定价，在一
定程度上体现了市场的调节作

用，“虽然共享移动电源服务价
格由市场调节，商家定价属市场
行为，但资本的逐利和经营者对
消费者权益的漠视共同导致了
市场价格失序”。

呼吁多方发力共
建秩序

共享移动电源行业面临价
格乱象和服务质量两大问题，引
发消费者不满。有关部门已出
手，力求让共享移动电源回归本
质——为消费者提供便捷、高效
的充电服务。这不仅是消费者的
期望，也是整个行业持续健康发
展的必要条件。

“要想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共享移动电源的计费规则应当
进行更为合理和公平的设定。同
品牌共享移动电源在不同点位
的价格一致性至关重要。”梁伟
亮建议，共享移动电源经营者应
向消费者明示收费、扣费规则，
确保消费者的知情权。同时，计
费单位应更加精细，优化电量展
示功能，让消费者在租借前能清
楚了解充电宝的电量和费用情
况。梁伟亮提及深圳市消费者委
员会发布的全国首个《共享移动
电源行业自律公约》，其中 5分
钟免费充电时长的设定值得推
广与借鉴。

记者在北京多个点位调查，
目前的免费充电时长普遍设置
为 1分钟。京津冀三地消协组织
在共享充电宝消费调查结果的

基础上建议，共享充电宝经营企
业应高度重视涉嫌不公平格式
条款问题，排查用户协议、服务
协议以及隐私条款，避免排除或
者限制消费者权利、减轻或者免
除经营者责任、加重消费者责任
等不公平不合理规定。建立便捷
高效消费纠纷解决机制，畅通售
后服务渠道，及时妥善处理消费
者纠纷，促进消费纠纷源头处
理。

针对共享移动电源市场存
在的问题，业内人士呼吁相关部
门加大监管力度，建立良好的市
场秩序。

对于如何推动共享移动电
源行业的健康发展，梁伟亮进一
步建议，国家市场监督管理部门
等应密切关注市场动态，对定价
不透明、违规收费等行为零容
忍，责令限期整改。同时，强化行
业自律，制定更严格的行业标准
与公约，引导经营者规范经营，
共同维护消费者权益，营造公平
竞争的市场环境。

京津冀三地消协组织提醒
广大消费者，使用共享充电宝
前，仔细阅读相关服务协议和隐
私政策，留意给出的权限提示，
不盲目赋予相关应用过高的权
限，增强隐私保护意识。此外，消
费者可以优先选择网点多的品
牌，留意相关App或小程序中的
即时信息，归还后及时确认是否
成功，遇到侵权问题，保留好截
图或视频等证据，依法维权。

据《法治日报》

共享移动电源租金价格高 1小时收费6元到8元

“电量救星”变身“钱包刺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