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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仁风工业区内涝积水改造工程、仁风工业区
齐云路道路修缮工程无经济纠纷公示：兹有本公司承建
项目仁风工业区内涝积水改造工程、仁风工业区齐云路
道路修缮工程，工程进度款已按合同约定拔付至100%，
本项目竣工验收合格并已依法解散项目部。项目中涉
及的农民工工资、材料款、机械费等均已结清。如项目
中涉及有关经济纠纷方面和有关农民工工资、材料款、
机械费用等未结清,请在2025年2月18日至2025年3月
5日期间提交有关证明材料至本公司负责人，由双方进
行核实。期满未申报有效债权的,视为该项目所有涉及
有关经济纠纷方面和有关农民工工资、材料款、机械费
用等均已结清，其自行承担一切后果。

联系电话：陈小姐(18959982160)
泉州三众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2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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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商家的角度来说，应坚持质量为
本杜绝套路。江苏省消费者权益保护委
员会建议，商家应注重在课程内容质量
和服务水平上下功夫，提供言之有物的
课程内容，营造轻松愉悦的体验环境，满
足消费者的期望值，激发消费者的“深
造”兴趣，变“流量”为“留量”。

“加强师资培训，避免因‘低价’降低
服务质量。”王燕妮建议，应给予员工系
统化的培训，提高授课质量和客户满意
度，同时增强其职业认同感，也要增强员
工的法律意识，明确告诉员工按照宣传
（团购）页面提供服务是一种履约行为。
此外，也要合理安排授课时长，避免教师
因过度工作导致教学质量下降，进而影
响客户体验。设立绩效考核、长期合作
奖励等措施，提高员工稳定性，减少因

“课程低价”导致的流动性过高问题。
她提出，商家应制定最低质量标准，

防止“劣质低价课”扰乱市场，如强制推
销、师资水平不达标等；在课程介绍中明
确列出所有可能涉及的费用，避免“二次
付费”“强制升级”等诱导消费；避免过度
营销，不得通过夸大宣传、情感操控等方
式强迫消费者购买长期课程。

从平台的角度来说，应严审资质优
化评价。江苏省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
建议，平台要履行审查义务，上架相关内
容时，提前审查商家教培资质；同时完善
评价机制，通过开通用户举报渠道等方
式堵住“刷好评”的漏洞，让评价回归真
实，保障消费者知情权和选择权。

“在平台规则中明确低价体验课的
收费标准、附加费用、退款规则，防止商
家设置隐性消费；通过AI识别、用户实
名反馈等手段，防止‘刷好评’现象，确保
消费者能够参考真实评价。”王燕妮说。

从监管层面来说，须完善法规联合
治理。王燕妮提出，相关部门要建立商
家资质审查制度，要求商家提供相应的
营业执照、培训资质、师资证明等文件，
确保授课内容与宣传相符；设立专门的
消费者投诉渠道，对违规商家采取警告、
下架、封禁等措施，提高平台公信力。

“建议有关部门制定相关法规，明
确低价体验课的课程时长、内容范围及
价格区间，使交易全程有法可依。避免
平台和商家钻空子，以‘体验课’名义进
行长期低价倾销扰乱市场。必要时可
由市场监管、教育等多部门联合协作，
形成合力，对违法乱象严惩不贷。”胡勤
艳说。

她还建议简化投诉、维权流程，完善
退费机制，向消费者普及防坑指南，提醒
消费者警惕“低价引流-高价续费”的营
销陷阱，同时鼓励消费者对违规行为举
报并提供快速处理通道。

受访专家还提出，消费者应理性选
择、警惕陷阱，优先选择资质齐全、口碑
良好的机构，留存课程介绍、聊天记录
等，便于维权。此外，面对推销保持冷
静，避免为“限时优惠”仓促下单。

江苏省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提醒
广大消费者保持理性，挑选真正有价值、
有质量的体验课程，从中发掘自身兴趣
爱好，确保时间和金钱得到合理的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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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元体验美食制作、1.9元体验少
儿/成人钢琴一对一课、9.9 元体验 4
节马术兴趣课、11.9元参与心理沙盘
体验课……从日常技能到小众兴趣
甚至平时较难接触到的“高端”项目，
如今在各类生活服务 APP 上都可以
花低价体验到。这类课程以“低成本
尝鲜”为卖点，成为年轻人丰富生活
的新选择，但也因服务质量参差不
齐、营销套路频出引发争议。

低价体验课上完后效果如何？商家
如何在低价引流与品质保障之间找到平
衡点？消费者又该如何避免“踩坑”？

上海市杨浦区的陈先生一直想
学习专业烹饪，但动辄上千元的课程
让他犹豫不决。去年10月，他偶然刷
到一家知名培训机构推出的 60元 4
节中式烹饪课，每节课学习 3道菜。
第一次体验课结束后，陈先生回家就
吃到了自己做的宫保鸡丁和西红柿
鸡蛋，尽管味道一般，但他从此迷上
了体验课，陆续报名面包烘焙课、流
行甜点课、手冲咖啡拉花体验课等。

除了常见项目，体验课中还有很
多人在日常生活中较少接触的“高
端”项目。

天津市武清区的王女士曾认为
马术是“贵族运动”，但一次 9.9元体
验课改变了她的看法。“不仅学了马
术知识，还真骑上了马！”她感慨道，
低价课让“遥不可及”的项目变得触
手可及。

记者注意到，低价体验课并非无
门槛，大多数商家仅限首次到店的新
客使用，到店前需要与商家预约，且
只能购买使用一次。也有一些商家
限制了体验课的使用时间，如每周仅
工作日可用、每天仅在固定时间段内
可用或需等待凑齐一定的人数，以

“开班”的形式授课。
尽管如此，一些消费者仍然趋之

若鹜。
今年 1月，天津市河东区的赵女

士报名了某街舞俱乐部推出的一期
零基础成人体验课，只有1月8日、14
日、15日和 2月 11日、19日、25日可
预约上课，并且时间只能选择晚上 7
点，上课时间两小时，每节课内容独
立，可重复报名。“如果可以花较少的
钱学会一项技能，即使有些限制，我
也愿意接受。”赵女士说。

有业内人士介绍，低价体验课是商家吸引潜在客户、建立信任并
推动长期转化的核心策略。通过降低初次体验门槛，商家能够展示
服务质量，培养用户习惯，同时收集用户需求。

“比如常见的朋友圈集赞可9.9元抢购价值几百元的编程培训课
程，目标人群明确，只要有较多的家长和孩子看到这条信息后愿意去
机构试听，再加上优惠促销活动，当场报名或是考虑后报名的家长还
是比较多的，因为只有有相关需求的人才会参加这种体验课活动。”
这名业内人士说。

北京某击剑俱乐部教练柳先生告诉记者，其所在俱乐部给首次
来训练的消费者准备了 18元的体验课，时长两小时，内容和日常课
程一样，提供全套击剑设备以及教练全程指导。“很多学生会选择体
验课，他们也是俱乐部后续潜在学员的主要来源。”

天津某健身房的负责人介绍，虽然现在有健身需求的人很多，但
担心办卡后闲置的人也不少，为此他们推出了 99元周体验卡和 299
元月体验卡，还有9.9元的单次体验卡，除了私教区不能使用外，其他
功能都和正常健身房会员一样。

实际上，低价引流并非稳赚不赔。安徽省宿州市书法教师张先生
坦言，尽管99元8节体验课吸引了大量学员，但绝大多数只为“薅羊毛”，

“得知正式课价格后，几乎无人报名”。“体验课转化率低怎么办”“体验课
结束后怎么跟进”……在社交平台，有不少类似的疑问和讨论。

低价体验课并非总是物超所值。某第三方投诉平台数据显示，相
关投诉超万条，问题集中在“缩水服务”“强制推销”“虚假宣传”等方面。

江苏省常熟市的尹先生报名 69.9元摄影体验课，原本计划详细
讲解的构图技巧，老师只是匆匆带过，不到半小时就讲完了，剩下的
时间让学员们自己练习，也没有进行有效指导。第三次课更敷衍，老
师开始推荐后期修图课程，说只有购买正式课程才能深入学习。“课
程严重缩水，我感觉被欺骗，但钱少懒得追究。”尹先生无奈说道。

北京市朝阳区的林女士花费 59元体验面部护理，本应包含清
洁、补水、按摩等多项服务，结果体验时，美容师不断推销599元进口
精华。林女士心动购买后，发现产品毫无效果，“想退货都难，只能自
认倒霉”。

还有一些推出体验课的商家追求流量忽视内容质量。公开报道
称，某舞蹈体验课仅安排简单热身动作，教练全程敷衍；某茶艺课内
容与免费短视频无异，缺乏专业深度；更有机构因转化率低，长期不
更新课程，导致讲师麻木授课，形成恶性循环。

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律师王燕妮指出，低价体验课广告通常
属于“要约邀请”，但消费者付款并预约后，双方即形成合同关系，“即
便价格低，商家也需按承诺提供服务，否则构成违约”。

然而，维权成本高让消费者却步。“9.9元课程不满意，多数人不
会耗费精力投诉。”王燕妮说，这助长了部分商家的侥幸心理。她建
议消费者积极维权，既为追回损失，更为形成监督。

北京瀛和（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胡勤艳说，若合同中存在“免除
商家责任”等不公平条款，消费者可主张无效。“遭遇虚假宣传或强制
消费，可向市场监管部门投诉，要求退款或赔偿。”

“高端”项目触手可及
年轻群体趋之若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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