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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新能源汽车的快速普
及，涉及充电起火、实际续航里程缩水的
投诉频发，三电系统已成为新能源汽车质
量问题“重灾区”。

起火？失速？消费者安全受威胁
近日，国家市场监管总局通报了2021

年全国汽车和消费品召回情况。数据显
示，2021年新能源汽车召回次数与召回数
量激增，分别比上年增长31.1%和75.9%。

问题频次多，故障集中是新能源汽车
2021 年召回的最大特点。国家市场监管
总局数据显示，2021 年，我国共实施汽车
召回 232 次，涉及车辆 873.6 万辆。其中，
新能源汽车召回 59 次，涉及车辆 83.0 万
辆，新能源汽车召回次数超过总数四分之
一。

据中消协资料，新能源汽车三电系统
成为了问题的“重灾区”。2021年，市场监
管总局收到新能源汽车缺陷线索报告
3033例，在汽车产品缺陷线索中占比7%，
而动力电池、电机、电控系统问题占新能
源汽车缺陷线索的52.5%。

电动机、动力电池、电控系统并称新
能源汽车核心三部件，三者合称三电系
统。三电系统是新能源汽车的核心所在，
一旦发生故障，则会导致非常严重的安全
问题。

电机故障将导致动力消失，进而引发
交通事故；电池故障则会引发短路、起火
等事故，给公共安全造成影响；而电控系
统故障，则会引发车辆无法正常执行操作
指令，在车辆行驶过程中会造成严重的安
全隐患。

“自动驾驶”涉嫌过度宣传
而在中消协统计的 2021 年投诉情况

中，智能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失灵赫然在
目。中消协表示，随着新能源汽车智能化
水平的提高，相关数据均由厂家垄断，容
易发生争议。

以新能源汽车普遍配备的自动驾驶
功能为例，不少厂商在推广过程中，为了
引起消费者的注意，采用了夸张宣传的方

式，夸大了自动驾驶系统的功能，致使车
主在使用过程中误以为“辅助驾驶”=“自
动驾驶”，出现交通事故。

例如，2021年8月，某新能源汽车品牌
的汽车在启用辅助驾驶功能后，在沈海高
速涵江段发生交通事故，导致驾驶员不幸
逝世。

同济大学汽车学院教授朱西产曾表
示，目前高级驾驶辅助系统(ADAS)是毫
无价值的。L2+级别辅助驾驶就是“一
瓶子不满半瓶子咣当”，再加上厂商在
宣传中夸大、暗示其自动驾驶能力，导
致用户期待超过了系统能力，进而出现
事故。

而在上汽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陈虹
看来，制定人类驾驶员与“自动驾驶系统”
的责任划分标准规则和处置机制是当务
之急，应尽快建立“自动驾驶系统”的等级
评价认证体系和准入机制。

消费者权益如何保障？
对于投诉和召回频发的新能源汽车，

消费者就没有办法了么？结果当然是否
定的，新版《家用汽车产品修理更换退货
责任规定》将为消费者权益保驾护航。

2022年1月1日，新版《家用汽车产品
修理更换退货责任规定》(以下简称《汽车
三包规定》)开始施行。相较旧版，新《汽车
三包规定》针对新能源汽车大范围普及的
趋势，增加了多条涉及其售后服务的内
容。

新《汽车三包规定》动力电池、驱动电
机作为与发动机、变速器并列的家用汽车
主要零部件，纳入免费更换总成的规定范
围。当动力电池、驱动电机屡发故障并屡
修不好时，在三包期限内还将触发退换车
条款。

乘联会秘书长崔东树表示：“过去电
池、电机、电控等产品并没有完全纳入三
包政策，而新版三包政策增加了相关内
容。”他认为，新《汽车三包规定》对于消费
者是利好消息。

据中国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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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码点餐问题之前很多媒体都关注过，现在不
仅没收敛，反而变本加厉了。吃一顿饭，竟要扫3次
码关注两个公众号！”3月13日，消费者张女士对《工
人日报》吐槽道。

张女士说，3月13日，她去北京朝阳区一家火锅
店就餐时，服务员跟她说，扫描桌子上的二维码进行
点餐。“我问有没有纸质菜单，服务员说，他们这里都
是扫码点餐。”张女士说。

可是张女士扫码后发现，必须关注火锅店的公
众号才可以开始点餐。“我是很反感扫码点餐的，一
是担心个人信息泄露，二是不如纸质菜单看着方便，
三是有的时候点好了可能操作失误全没了，又得重
新点，四是有的时候饭店会默认勾选小料。”张女士
说。

本来扫码点餐还要关注火锅店的公众号就令张
女士不开心，没想到的是，接下来还要扫两次码关注
另外一个公众号。就餐结束后，张女士跟服务员说
买单，服务员告诉她说，扫描桌子上的二维码就可以
买单。当张女士问怎么开发票的时候，服务员表示，
买单后就可以去前台开发票。

当张女士买完单来前台开发票时，工作人员告
诉她，需要扫描柜台上的二维码开发票。当张女士
扫码填完开票信息点“提交”之后，页面却出现“长按
识别二维码，前往公众号开发票”的提示。张女士这
才发现，必须得关注一个公众号才能开票。

对此，中消协律师团律师李斌表示，餐厅经营者
不提供人工点餐服务，要求消费者必须扫码点餐，涉
嫌对消费者个人信息的过度收集。而且如果保管不
善，消费者个人信息还有被泄露的风险。此外，这种
做法也侵害了消费者自主选择服务方式的权利。

记者注意到，针对一些餐厅利用“扫码点餐”过
度收集个人信息的问题，市场监管部门也在进行规
范。例如，3月13日，上海市市场监管局发布侵害消
费者合法权益典型案例，其中就包括某餐馆通过“扫
码点餐”非法收集消费者个人信息案。最终，上海市
市场监管部门对该餐馆作出警告和罚款5万元的行
政处罚。

针对开发票需关注公众号的问题，李斌表示：
“开具发票是经营者的法定义务，不得设置门槛。如
果消费者不关注公众号，经营者不开发票，可以向税
务部门投诉，由税务部门责令商家限期改正或处
罚。”

此外，李斌还指出，技术进步应当让消费者享受
发展红利，而不是相反。餐饮业属于服务业，餐饮业
创新应当多从消费者角度换位思考，诚信经营，公平
相待，在尊重消费者意愿的基础上，努力为消费者提
供更优质的服务。李斌建议，有关部门应加大对餐
厅要求消费者关注公众号并非法收集个人信息问题
的曝光力度和处罚力度。 据新华网

““吃一顿饭吃一顿饭
竟要扫竟要扫 33 次码次码
关注两个公众号关注两个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