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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我漂亮鼻子，还我妈生鼻，还我

小翘鼻⋯⋯”这个夏天，网络梗“还我妈

生鼻”火出圈了。

网红秦新宇疑似在青岛欧雅医疗美

容机构整形鼻子失败，维权 6 个月无

果。随后，他为维权创作的歌曲《还我妈

生鼻》意外走红，并引得网友跑到涉事机

构门前打卡。通过娱乐化的形式，涉事

机构得以曝光，维权也被推进。

最近，秦新宇更新事件进展称，机构

已作出回复，也许事情马上就会迎来公

平的结果，希望大家停止玩梗。

一个网络热梗，引发社会对医美消

费纠纷维权的广泛关注。有网友说，如

果一个有众多粉丝的网红维权过程都如

此曲折，普通人又将遭遇什么呢？

近日，本报记者对话曾涉及医美消

费维权的相关网友、专家、律师，一探医

美消费维权困境。

“还我妈生鼻”，医美消费维权难在哪里
本报记者对话消费者、专家、律师，一探医美消费维权困境

“还我妈生鼻”，医美消费维权难在哪里
本报记者对话消费者、专家、律师，一探医美消费维权困境

本报记者 高心同

“多病”的医美行业，谁来医

“一直以来，医疗美容都是高风险、多纠纷的

行业。”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

书长陈音江在接受采访时说。

北京阳光消费大数据研究院等机构 2023 年

6 月联合发布的《国内医美消费维权舆情报告

（2023）》显示，2023年1至5月医美行业维权舆情

总计90769条。第一财经2023年启动的《谁正在

侵害你的权益？》问卷调查也显示，2022 年至

2023年，医美是涉及纠纷最多的领域之一。

据消费电子杂志近日报道，消费服务保障平

台消费保数据显示，医美行业主要投诉问题集中

在退款纠纷、虚假宣传、服务态度差、手术失败、售

后服务欠缺等方面，且相关投诉逐渐增长。

纠纷高发，或与这一行自身乱象横生有关。

机构证照不全、人员资质不足、产品渠道不明、服

务质量和预期差距大⋯⋯中消协 2022 年根据相

关投诉数据剖析的医美行业痛点，在当下依然存

在。

“不少医美机构和从业人员缺乏诚信守法意

识，医美服务质量良莠不齐，导致医美纠纷时有发

生。”陈音江说，有的医美机构缺乏统一管理制度，

从业人员不严格遵守行业操作规范；有的医美机

构为了招揽业务，故意通过虚假宣传误导甚至欺

骗消费者；有的医美机构没有完备的售后服务体

系，发生纠纷后找各种理由推卸责任。

至今，“黑医美”现象仍较为普遍。不少人受

骗的经历中，杀猪盘、利用熟人套路等手法屡见不

鲜。据《经济参考报》近日报道，“黑医美”还有加

速下沉、渗透县乡的趋势。

医美消费维权，到底难在哪

在小红书上搜索“医美维权”，弹出的曝光帖

和求助帖不计其数。

“医美消费者维权，举证并非易事。”陈音江

称，部分医美机构会进行夸大宣传，消费者往往被

机构误导。对协议免责条款中的风险，机构方又

往往未履行告知义务。一旦出现纠纷，消费者经

常难以举证。

“维权还需要进行医学鉴定，对消费者同样挑

战不小。一旦证据缺失，往往对消费者不利。”陈

音江说。

北京盈科（杭州）律师事务所唐陈潇贲律师同

样认为，取证和举证，一直是医美消费维权中的老

大难问题。

“一些不正规、小规模的医美机构管理混乱、

经营不规范，可能会导致证据不全且难以补救。”

唐律师指出，消费者在各环节中留证意识的缺失，

会加剧取证的难度。例如，在接受服务前容易忽

视留存承诺效果的证据，医美过程中可能忘记要

求医美机构及时提供病历，导致消费者无法掌握

完整的病历资料。“这样一来，消费者将无法准确

判断医美机构存在的过错，难以充分利用法律手

段来维护权益。”

“妈生鼻”事件似乎也给了消费者维权新的启

发。然而，对普通人来说，网络会是有效的维权工

具吗？

“作为律师，我并不建议医美消费者们采取类

似的方式维权。”唐律师认为，秦新宇的维权途径

不具有普适性。互联网是把双刃剑。相较于司法

诉讼、行政投诉等法定的解决纠纷方式而言，它并

不能直接解决矛盾。“而且，若发表虚构、夸大不实

言论给他人造成损害，维权者反而可能需要承担

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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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律师表示，若医美机构涉及行政违

法，消费者可向行政主管部门投诉。涉及机

构、医生、护士、麻醉师等相关资质问题，可向

卫生行政管理部门投诉；涉及营业执照、医疗

执业许可证、虚假宣传、欺诈、乱收费等问题，

可向卫生行政管理部门、市场监督管理部门、

消费者协会投诉。若机构涉及犯罪，消费者

应依法向公安机关提出控告。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 6 月 28 日，由浙

江省整形美容行业协会、杭州市疾病预防

控制中心（杭州市卫生监督所）、杭州市整

形美容行业协会联合编写的杭州地方标准

《医学美容机构电子病历系统技术规范》正

式发布，进一步明确医学美容电子病历系

统的建设构架、书写规范、归档保存、信息

安全等要求，更加确保医美消费者的诊疗

过程能被规范、准确、完整、及时、客观地记

录。据了解，截至目前，电子病历系统的应

用在杭州市范围内已达到 70%~80%。杭

州市的地方标准，或许将对医疗美容行业

标准化建设起到示范、引领作用。

医美消费维权
正确打开方式是什么

那么，对于一名陷入医美纠纷的普通

人，维权的正确打开方式是什么？近日，博

主“勇敢小吴的攻略号”在小红书上分享了

一段堪称教科书级别的维权经历。

8 月初，小吴在上海某医美机构提供

的光子嫩肤美容项目中被烫伤面部，脸上

多处红肿后出现水泡，被医院诊断为面部

二级烫伤。带着鉴定结果，她找到医美机

构协商。但机构坚称属于正常现象，对小

吴的沟通不予理睬。

咨询律师后，小吴于8月6日向12315

和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举报。8月9日，在

相关部门介入后，医美机构终于作出回应，

主动提出前往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进

行调解。8 月 13 日，在医调委的主持下，

双方达成和解，签订调解协议。8 月 17

日，小吴发现赔偿款到账了。

事发后没有找机构闹，冷静地咨询医

生和律师，紧急处理伤情、清晰取证、投诉、

调解⋯⋯小吴告诉记者，她早知维权不易，

但还是有条不紊地走流程。在清晰齐全的

证据链面前，医美机构再无狡辩的机会。

“消费者维权，主要分为取证、投诉、调

解、起诉几个环节。”唐律师为医美消费者

梳理维权流程时说，纠纷发生后，消费者应

第一时间取证，向机构方要求查阅、复制、

封存完整的病历资料，并及时保留医美服

务合同、费用支付凭证等相关资料。随后，

通过和医美机构私下调解、向医调委申请

调解或行政调解等方式，尝试解决纠纷。

如调解不成，消费者可向法院起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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