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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付费只能坐后排 全价票也得另花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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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访专家认为，乘客作为消费者，在购票后
却遭遇选座难的问题，其对选座费设置合理性、
线上线下值机信息不统一等情况的质疑，背后
都指向同一个问题，即航空公司选座规则不透
明不清晰。

许凌洁认为，选座费是航空运输市场发展的
产物，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但对其法律评价不能仅
凭理性，必须依据现行法律制度和法律规范对其
存在及其存在方式的合法性予以考量。

“选座费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应属于经营
者自主定价的范畴，该价格应按照市场经济规
律、经营成本和市场供求状况决定，但这并不等
于经营者可以随意定价。其应参照价格法中有
关定价原则、定价依据、价格、行为的规定，同时
也必须遵守经营活动的相关规定，最核心的，就
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关于消费者权利与经营
者义务的规定。”许凌洁说，航空公司有必要告
知乘客选座费的性质和内容、选座费发票开具、
选座行为与运输合同关系、选座限制等，从而进
一步保障乘客自由选择权，包括选座与不选座
的权利。

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
书长陈音江认为，消费者有权知悉航空公司开
通的所有选座渠道，也有权了解还剩余多少座
位可以选择，航空公司不能故意通过提供部分
座位选择的方式制造部分座位紧张或稀缺的假
象，让消费者误以为没有多少合适座位可以选
择，从而导致消费者在不充分知情的情况下作
出错误选择或非真实意思表示的选择。

在他看来，航空公司可以推出选座渠道，关
键是收费要合理合规。航空公司在开通线上收
费选座功能时，不能降低线下柜台选座的服务
标准，不能通过减少线下柜台和服务人员数量
导致消费者排长队等方式变相强制消费者选择
线上收费选座渠道；要制定公平合理的收费标
准，做到明码标价，并公布线上投放座位的规
则、数量以及实时剩余座位等信息，让消费者在
充分知情的情况下自主选择选座渠道。考虑到
部分老年人等不会线上操作的特殊群体需求，
要兼顾公平合理性，在柜台为部分特殊群体预
留部分舒适座位。

“提前几天买了飞机票，接到
值机通知后马上选座，可供选择的
座位却很少。”12月初，北京市民李
晴（化名）买了海南航空从北京飞
往湖南长沙航班的经济舱。付款
后，她第一时间进行线上值机选座
时，却发现前排靠窗和靠走廊的
“好座位”全没了，只剩后排和中间
座位。

李晴回忆说，当时付款界面显
示，有少数座位被其他乘客选走
了，但更多的则带着锁的标志，是
被航空公司锁住了。还有一些座
位点击后显示需要用里程兑换，越
靠前的座位需要的里程数越高。
她最后没有选择用积分换座，只能
选了一个相对靠前的中间座位。

“为什么‘锁座’，还锁那么多
座位？为什么‘好座位’还得另外
花钱（积分）买？”李晴感到十分困
惑。

对此感到困惑的不止李晴一
人。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乘客购买
机票后，倾向于选择经济舱前排、
紧急出口处座位以及部分过道或
靠窗的座位，但实践中，这些“好座
位”有时却被一些航空公司大量
“锁座”无法免费选择，需要付费或
用里程积分兑换。还有乘客在线
上值机时发现无法选择的座位，却
可以在线下柜台值机时免费选
择。有消费者吐槽道：“买票选座，
到底放出来多少票、付费标准、选
座规则、线上线下办理值机是否存
在差异，种种跟乘客选座权益相关
的规则不清晰不透明。”

据法治日报

花钱买机票还要花钱选座选座？？
航空公司大量“锁座”引争议
专家：关键在于规则须透明、清晰

郑先生在北京一家研究机构工作，需
要经常坐飞机出差，对航空公司的选座费颇
为不满：“我买了经济舱全价票，为什么还得
再花钱选座位？”

今年11月底，他出差坐飞机去香港，因
为案头工作多且自己颈椎、腰椎都不太好，
希望能坐一个空间稍微大点的座位。他花
了3400多元购买国航的经济舱机票，而该
航班当时最低折扣机票仅千元左右。他期
待能够优先选航班经济舱第一排或者其他
较舒适的座位。

然而，当他第一时间值机时发现，经济
舱前面十几排座位已经被锁定，如果他要选
第一排座位，要么支付几百元，要么使用
6100里程兑换选座权益。无奈之下，他只
好用6100里程兑换权益选了座。

“相当于花钱选了座位。”郑先生说，“我
飞一趟香港，才积累2000里程，选个座就要
花6100里程，太不合理了。”

“作为经常坐飞机的乘客，我觉得，如果
买的是折扣力度较大的打折票，选座费还能
接受；但如果是买的全价票，除了基于飞行
安全等情况之外，其他经济舱座位都应该免
费开放。”他说，即使乘客买了打折机票，航

空公司也不应该大面积锁定前排或舒适座
位，这有逼迫乘客花钱选座的嫌疑，不合理。

让郑先生无法理解的还有，好几次，他
值机时看到前排座位不可选择但登机后发
现这些座位有些却空着。他曾就此情况致
电航空公司客服咨询，客服答复：“前面有些
座位空着的话，可能是需要乘客支付一些里
程和费用来选座位，也可能是基于一些应急
的情况考虑。”

采访中，不少受访者称，自己有过使用
里程积分兑换选座权益或付费选座的经
历。在社交平台上，还有不少网友反映值机
时进入选座界面后，经济舱前排、靠窗、挨着
过道的座位大部分无法免费选择，能选的少
数座位多是后排居中位置。

即使已经升级成为航空公司的白金卡
会员，也可能在选座问题上遇到糟心事。郎
先生家住上海，因为经常长途出差，于是办
理了东方航空的白金卡。几天前，他从上海
飞厦门的航班选座时，只能选32排的座位，
经济舱第一排的31排整排被锁座。

“白金卡的优先选座权根本没有得到应
有的保障，投诉航空公司，客服也只是用套
话敷衍，没有合理的解释。”郎先生气愤道。

记者近日调查发现，国内多家航空公
司目前都已开通付费选座服务。

例如，东方航空App选座页面的座位
说明提到：淡蓝色座位代表优享礼遇座位，
乘客在购买机票时需同时购买相应的优享
套餐，才能选择这些座位；带有“小人”图标
的是已被其他乘客占用的座位；深蓝色为免
费、可选座位；带有锁状标志的为已锁座位。

南方航空在《南航提前选座产品购买须
知》中提到，南航提前锁定航班选座区域，并
按旅客付费选定的舒适座位安排乘坐。付
费选座产品根据不同航线和座位类型进行
定价，具体价格以官网显示为准。南航保留
在事先不告知的情况下调整付费选座产品
价格的权利。

记者调查发现，不同航空公司及航班，
“锁座”及收选座费的情况似乎无规律可循，
有的是航班走道、靠窗收费，有的航班免费
可选的座位多，有的免费可选座位是“点状
分散”，有的则是连在一起。即使是同一航
空公司的不同航班，上述情况也存在差异。

值得注意的是，记者调查发现，实践中
有不少消费者遇到线上值机没“好座位”，但
线下柜台办理时该座位却“解锁”的情况。

李晴告诉记者，她登机后和邻座靠窗乘
客聊天得知，该乘客在飞机起飞当天到柜台
值机时，可选的座位范围比线上值机大很
多，还包括前排座位，而她线上值机时这些
座位显示不可选。

行程结束后，她联系海南航空客服询问
此事，客服回复称：“以您预选时的座位开放
情况为准，有些前排座位需要付费，有些不
需要。如需付费，座位上会标明积分或付费
的字样，最终您确认的时候是需要您支付积
分或现金的，如未支付，是不可预选的。”至
于为何线上线下值机时可供选择的座位有
差异，客服只回应称以现场实际情况为准。

事情过去了几天，她对于值机时的遭遇

仍耿耿于怀：“早知道还不如线下柜台办理
了。敢情‘锁座’只针对我们线上值机的？”

为什么航空公司要提前“锁座”，航空公
司是否有权对机上座位收费或要求用里程
积分兑换？

对此，中国航空运输协会曾发文解释
称，一般情况下，为了给飞机预留可调空间，
飞机配载员会锁定一些座位，这是因为每一
个座位都会对飞机重心产生影响，配载员会
根据不同机型，预先锁定一些位置，保证重
心在安全范围之内。这些被锁定的座位在
建航班时就会锁上，一般在航班起飞前24
小时或当天根据实际情况放开调整。

多名受访消费者对于“出于调整配载考
虑”的说辞并不买账，他们认为这不足以解
释线上线下办理存在差异、大面积“锁座”但
付费可选的情况。

中国民航飞行学院航空运输管理学院
副教授许凌洁介绍，“选座费孕育于航空运
输特点之中，诞生于航空乘客消费个性需求
与航空运输市场的成熟之下。航空公司推
出付费选座的决策依据是，在遵守航空运输
安全规范的基础上，适当让渡座位的分配权
给乘客，让乘客付费获得座位优先选定权，
属于一种增值服务，乘客为享受此优先权的
购买服务而支付服务费。”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支振
锋介绍，航空公司收取选座费是一个国际惯
例，许多航空公司根据座位的舒适性，将经济
舱的第一排、安全出口等高价值座位作为付
费选择对象，作为航空公司提供差异化服务
的一种做法。2015年前后，国内部分航空公
司将这种国际惯例引入我国航空市场，开始
在国内航线上进行付费选座业务。但实践
中，如果航空公司将高价值座位范围扩大，比
如不合理地将经济舱前面多排座位大面积锁
定，甚至对于购买全价机票的乘客也收取选
座费，则偏离了国际惯例的做法，显失公平。

线上值机大量锁座 线下柜台却能选择

东航App订单截图，带有锁状标
志的为已锁座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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