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看清楚想明白！優惠折扣誰「賺到」？ 

    資料來源：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  

長期以來企業經營者為提升銷售量，競相提出各種優惠折扣措施，消費者固因業

者的折扣優惠而受益，但亦有部分業者採取的優惠促銷方案因資訊未充分揭露或

解約附帶不合理條件等因素衍生消費爭議案件。經查近 1年國內消費者因為爭議

的折扣贈品優惠方式而向各縣市消保官提出的申訴案件高達 131件，其中以電信

通訊類最多，計有 35件。 

分析以往較有爭議的折扣優惠方式，約略可歸納為 5大類: 

一、贈送手機，誘導綁約申辦門號 

例如業者以電話告知民眾中獎或民眾臨櫃時告知係優良客戶，可免費獲得手機或

平板電腦，業者再誘導簽約申辦手機門號。 

二、藉折扣價金出清存貨 

例如告知購買大批商品即可價金打折，但實際是將即期的商品以打折方式出清存

貨。事實上，消費者通常無法在即期有效期限內使用完畢，且打折商品不得退貨。 

三、以贈品誘導交易，但贈品不負瑕疵擔保責任或須買贈品始可解約 

例如購買甲商品贈送乙商品，但業者不就乙贈品負瑕疵擔保責任；或要求消費者

於解約時，須退還完整贈品；或須購買贈品作為解約條件。 

四、消費一定金額即送購物禮券，但禮券有許多限制 

例如限制使用期間、限制每次使用額度、限制須搭配現金使用、限制購買日期、



限制購買商品種類…等。 

五、其他誤導或資訊未充分告知 

例如優惠折扣期間結束後立即推出更優惠的促銷活動或拉高價格後再打折出售。 

針對上述消費爭議，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下稱行政院消保處）將促請各相關主

管機關邀請業者討論改善之道，如有不當行銷或廣告不實等問題，將依據消費者

保護法、公平交易法等相關法規維護消費者權益。 

行政院消保處提醒消費者，對折扣商品的權利與原價商品相同，亦即賣方的瑕疵

擔保責任，不因折扣商品而被減免，除非交易時消費者已知該產品有瑕疵。其次，

以買賣行為作為前提的「贈品」，實質上是買賣行為的一部分，不宜單純視為民法

的贈與行為，因此上開類型的「贈品」，業者不宜依據民法規定主張不負瑕疵擔保

責任。 

行政院消保處也呼籲消費者，千萬不要被優惠活動沖昏了頭而做衝動消費，應該

詳細詢問並仔細辨識「優惠」內容及限制。民眾如發生上開消費糾紛時，可撥打

1950消費者服務專線，向各地方政府消費者服務中心申訴或至行政院消費者保護

會網站（http://www.cpc.ey.gov.tw）進行線上申訴，以保障自身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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