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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酒店遇“照骗”，平台岂能纵容“图片游戏”

2025 年 04 月 15 日 07:10 来源：工人日报

近日，多地网友控诉线上预订酒店遭遇“照骗”事

件：有人花千元预订海景房，推门发现内部照片竟

全是渲染图；预订大床房，进门发现“这床还没我

家沙发大”……更离谱的是，有消费者要求退房竟

被索要违约金，关于“酒店房型不符退房却被收取

80%违约金”的新闻，还登上了热搜。

消费者带着对美好旅程的期待下单，却陷入“开盲

盒”般的困境，这无异于给旅游热情浇了一盆冷水。

我国法律对虚假宣传的规制不可谓不严。《广告法》

禁止“虚假或引人误解的宣传”，《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明确消费者享有知情权

和选择权。然而，在这场“图片游戏”中，商家以“艺术效果”为名，用广角镜

头、渲染图制造视觉欺骗，又以“图片仅供参考”的格式条款撇清责任，让消费

者“有苦难言”。

作为第三方中介，在线旅游平台也难辞其咎。一方面，现实中，经过美化的

房源图片点击率明显比“实拍图”要高。在利益驱动下，一些平台默许商家上传

渲染图，甚至提供“一键智能美化”工具，将《在线旅游经营服务管理暂行规定》

中“审核宣传内容”的要求虚置。另一方面，平台通过“不可取消订单”“高额

违约金”等规则设计，将风险转嫁给消费者。据报道，有的消费者退房时，平台

以“房款已打入酒店账户”为由拒绝垫付退款；有的消费者在订单被强制核销后，

维权无门只能诉诸法院。某种程度上，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的角色冲

突，使一些平台从信息过滤器异化为“照骗”推手。

“照骗”总会现出原形，这时，不少消费者发现，维权并不容易——拍摄对

比证据、申请专业鉴定、数月诉讼拉锯，这种艰难让不少人被迫放弃。更值得警

惕的是，部分商家与平台形成“攻守同盟”：消费者差评被折叠、投诉被拖延、

退款遭克扣……

破解“照骗”困局，需构建多方协同的治理网络。于法律层面，应细化“图

片与实物不符”的认定标准，降低消费者举证门槛。在这方面，北京、江苏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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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已探索“举证责任倒置”，即要求商家自证宣传真实性，此举值得推广。于

平台层面，须打破流量至上的逻辑，建立“技术+制度”的双重防线。例如，利

用 AI 识别过度修饰的图片并强制标注“效果图”，设立“冷静期”允许消费者

入住 2小时内无责退单，引入第三方机构托管资金避免退款扯皮……于行业层面，

行业协会应牵头制定在线酒店信息发布相关规范，明确图片修饰尺度、房型标注

误差范围。

当消费者开始用卷尺丈量床宽、用手机地图测算“步行三分钟”的真实距离，

这场“照骗”风波揭示的不仅是个别商家的失德行为，也为数字时代信任机制建

设提出了新命题。让消费者“所见即所得”，法律需要更锋利的牙齿，行业需要

更透明的规则，平台和酒店需要更清醒的自觉——如此，才能让每一次点击预订

的期待，不再沦为“图片游戏”的牺牲品。

单词：
kònɡ
控

sù
诉

zāo
遭

yù
遇

xuàn
渲

rǎn
染

lí
离
pǔ
谱

xū
虚
jiǎ
假

wù
误
jiě
解

ɡé
格
shì
式

cè
测
suàn
算

mò
默
xǔ
许

zhuǎn
转

jià
嫁

diàn
垫

fù
付

tuō
拖

yán
延

讨论：1.如果你在预订酒店时看到很漂亮的图片，你会相信这些图片是真的吗？

你会去查一下其他用户的评价吗？

2.当你遇到酒店“照骗（酒店实际房间与网上图片严重不符）”时，你会

采取什么方式解决？是选择默默忍受，还是尝试向平台或酒店投诉，或者通过法

律途径维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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