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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位受访者向记者证实，他们发现被坑后曾申
请过退费，但十分困难。在社交媒体平台上，以“网
课退费”为关键词搜索，会出现大量教大家如何维权
的“经验帖”和无法退费、投诉无门的“求助帖”。

一些受访者表示，自己付费后，对方便将所有课
程打包，一次性发送。“这类课程收到后发现不合适，
想要申请退费太难了，对方说课程已经发给我了，没
法判断我学没学，没法退费。”也有受访者表示，即便
是按课时上课，中途认为课程不合适，退费也并不容
易。记者就这一退费情况咨询某线上剪辑培训课程
的工作人员，对方并未对如何售后保障做出具体回
应，只是表示特殊情况可以沟通，按照课时结算，同

时强调“如果你单方面违约，肯定要付违约金”。
还有不少受访者反映遇到这种维权问题，不知

该向谁投诉。线上课程在时间和空间上具有更大的
自由度，机构注册地、平台所在地和用户所在地往往
不一致。到底该找谁投诉？采访过程中，赵女士表
示，她先向商家客服反映，但商家客服始终不同意退
费。她又向平台方投诉，但平台方表示只能尽力协
调，且由于该商家收到较多消费者投诉，已经向平台
申请了退店，即将退出平台，平台难以继续介入。最
后赵女士又向培训机构所在地投诉，问题依然没有
解决。“绕了一大圈，投诉了一个遍，买网课的维权问
题到底谁来管？”

商家不退费
维权被“绕圈”难点

“当我发现自己被坑时，已经花了将近
7000元。”李先生说，2023年10月底，他在网络
平台上刷到一则教学视频，称可以教授“不露
脸、不直播，轻松赚钱”的办法。看到有5天的
免费公开课，每节课将近2小时，李先生立即
报名体验，课程的内容主要是教大家使用剪辑
软件做视频。体验课期间不断有工作人员宣
传：“往期学员都有机会月入5000元，还有很
多月入过万的学员”“7 天左右剪辑收入就有
机会高达7000多元”，工作人员还发来了往期
学员实现高额收益的账户截图。这些宣传让
李先生十分心动。5天之后的课程开始收费，
他抱着试试看的心态，交了 2000 多元的报名
费。

李先生说，这样上课没多久，工作人员再
次联系他，称若要进一步学习，需报名高阶课，
并承诺高阶课会有老师一对一服务，学习效果
更好。李先生便第二次报了名。“可实际上根
本没有一对一服务，我有问题想咨询，往往很
久都没人回复。”李先生说，每买完一次课，就
会有人联系他，让他购买更高阶的课程。

直到今年，李先生先后5次买课，花费将
近7000元。“用轻松变现、收入过万等字眼忽
悠人，但实际教的就是基础的视频剪辑，教学
内容不值这个价，更不可能实现轻松盈利。”李
先生说，当他意识到自己踩坑，想和工作人员
沟通退费时，对方却不再回复。

赵女士在网络平台花 900 元购买了视频
剪辑课程。可收到课程链接后发现，网课内容
与博主直播时的宣传完全不同，制作十分粗
糙，只是将博主账号里的视频剪辑过程录制切
段，就变成了好几节课。“总共58节课，最短的
只有2分半钟，最长的也不过20分钟。”赵女士
说，这样的课程内容实在太“水”，自己并未学
到有价值的内容，也无法达到提升技能的目
的，便申请了退费，但对方称网课不能退。“链
接里会显示我的学习进度，我只看了31%，其
他没看的为什么不能退？”赵女士多次联系客
服，并向多方投诉，可几经周折，问题仍未解
决。

根据赵女士的描述，记者在网络平台搜索
了这一课程，发现还有不少用户称被骗了，但
都苦于退费无门。网友说，博主刚开始是展示
做明星综艺节目、采访语录的剪辑视频，同时
在置顶评论中放书籍链接，随后博主声称这种
方式能够轻松变现，并称自己是这一赛道的开
创者，可以教大家如何剪辑视频、运营账号。

记者检索发现，有多个类似账号，粉丝最
多的超过100万，每条视频内容的点赞量均破
万。根据最新投诉，该主播的套路还在升级，
将直播间用户引流至微信，宣传3980元的“私
徒课”，称能够一年VIP答疑陪跑、一对一账号
诊断、持续提供半成品视频、对接高佣书商供
应链……然而，多位网友表示，自己购买的
199元、980元、3980元的课程内容并无太大差
别，但申请退款均遭拒绝。

吹得天花乱坠，实际套路重重，退费难上加难

网上买课咋成了花钱买教训

营销吸睛忽悠人
高价买到“注水”课

近年来，知识付费成为人们闲暇之余最热衷的学习
方式之一。AI创作、视频剪辑、内容运营……五花八门的
网络课程，只要花钱就能买到。然而，近期许多市民来电
反映网上卖课的套路层出不穷，消费者频频踩坑：商家拿
诱人字眼当噱头，让用户一次次为高阶课买单；免费课干
货满满，付费课疯狂“注水”；卖课时吹得天花乱坠，退费
却困难重重……知识付费怎么成了消费陷阱？记者对此
展开了调查。

北京瀛和律师事务所律师陈阳表示，售课方以
低价或噱头卖出的课程如果不符合宣传内容、不能
保证其质量，涉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
争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构成虚假宣传、
价格欺诈，消费者可以协调退费。“值得注意的是，不
少商家会在合同中作出不能退费的约定，这属于霸
王条款，如果协商不成，消费者可以通过向网络交易
平台索赔、向消协及监管部门投诉、法律诉讼等途径
维权。”

然而，他也指出，当下消费者维权确实存在重重
困难。线上教育因为其虚拟性和跨地域性，目前存
在一定的监管空白和监管滞后，网上卖课的相关监
管政策亟待完善。“既需要消费者在购买前擦亮眼
睛，仔细甄别，更需要相关部门及网络平台加大监督
管理力度。”

陈阳建议，教育、市场监管等相关部门应牵头完
善监管政策，针对实际情况出台相应规范，为网上卖

课提供行为规范，为消费者维权提供政策支持。加
大监管力度，落实惩罚措施，并通过相关公众平台公
布处理结果，起到警示作用。此外，还应针对常见问
题加大宣传普法力度，增强消费者的辨别能力和维
权能力。

网络平台也应承担起相应责任，强化审核机制，
引入评价机制，畅通售后监管。陈阳说，消费者网上
买课时往往处于信息不对称的弱势地位，缺乏足够
的渠道了解课程质量等信息，因此建议平台引入消
费评价机制，为消费者提供参考，从而减少因信息不
对称造成的损失。平台还应开通消费者售后渠道，
保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同时倒逼售课方规范自身
行为，提高产品质量。

陈阳表示：“只有相关部门完善政策、网络平台
承担相应责任、消费者提高辨别能力，三方共同努
力，才能让网上卖课这一商业行为健康发展，让消费
者更好地保障自身权益。” 来源：新华网

三方发力
切实保障消费者权益

近年来，随着短视频、AI等行业的蓬勃发展，与
之相关的视频剪辑、自媒体账号运营、AI训练营等
课程层出不穷。记者调查发现，网上卖课形式多样，
有的通过直播吸引用户，再在直播间卖课；有的推出
免费课，再一步步推销付费课；有的打出吸睛宣传广
告，再发布卖课链接……不论何种形式，网上培训机
构大多打出零基础“小白”也能学的口号，声称没有
准入门槛。

然而，记者搜索发现，在各大社交媒体平台上，
有大批网友发文吐槽自己被“割韭菜”。经记者调查
梳理，这类知识付费主要有两种套路。

一是免费课“精装”，付费课“毛坯”。网络直播、
免费试听课是吸引用户的“门面”，因此免费的课程
往往干货满满。但用户付费后发现，实际得到的课
程严重“注水”，质量远不及试听课。

二是靠诱人字眼吸睛，诱导消费者下单。记者
调查了解到，许多技能型课程如PPT制作、音视频编
辑、AI创作等在平台的价格基本都高达上千元。这
些培训机构通常打出“副业兼职赚钱”“保障接单”的
口号来吸引消费者。多位消费者表示，培训方会向
他们展示此前诸多学员的接单截图，宣传“轻松月入
过万不是梦”。记者咨询了多家剪辑培训机构，发现
其宣传海报中都明确表示提供“就业服务”，包括推
荐正职岗位和兼职任务等。“因为学费比较高，这些
宣传就是让我们相信学费会很快回本。但实际上，
自己根本找不到兼职，也无法变现。”一位有过买课
上当经历的受访者告诉记者：“起号、养号，真正做好
自媒体根本没那么简单。培训方在答疑群里只说他
们做得好的账号，一旦有学员反映自己的账号数据做
不起来，或发表一些质疑的言论，就会被踢出群聊。”

套路层出不穷
“割韭菜”没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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