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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陈磊

  “提前几天买了飞机票，接到值机通知后

马上选座，可供选择的座位却寥寥无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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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日

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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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访专家认为，航空公司可以自主决定选

座及服务收费，但是收费规则不能不明不白。

航空公司应参照价格法中有关定价原则、定价

依据、价格行为等规定，同时，出于消费者知情

权和选择权的保障，有义务将选座费的范围、

收费标准等事项公开，由消费者自由选择。

不付费只能坐后排

全价票也得另花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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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月初，郑先生从香港飞回北京时，同样

花3400多元购买了国航的经济舱机票，再次用

6100里程兑换权益选了经济舱第一排座位。随

后，他又从北京去广东珠海出差，全价购买国

航的经济舱机票，因为没有付费选座，只能在

机舱后排选了一个座位。从珠海回北京时，他

同样全价购买国航的经济舱机票，使用3100里

程兑换权益选了第一排座位，“大概值150元到

2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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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段时间，家住北京西城的赵女士一家三

口从北京飞往海南，她用1599里程积分换了南

方航空一个价值99元的权益包，给孩子选了一

个可以看风景的靠窗座位。

　　根据南方航空网站介绍的“提前选座”：

优选座位设在经济舱前排的位置，拥有经济

舱最舒适的座椅设备，售价为100元至800元

不等。

　　北京市民王悦(化名)今年9月底乘坐国航

航班去欧洲，因为考虑到长途旅行，她花800元

为自己选了经济舱的第一排座位，“机票5000多

元，选座费竟然超过了机票的10%”。

  王悦告诉记者，她值机时机舱中部往前的

座位都不能免费选，如果不付费选座，只能坐

靠后面的座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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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月底，郎先生从南昌飞往上海的航班，

提前一周线上值机，发现只能选31L座位（机身

右侧靠窗位置），而31A和31C（分别对应飞机左

侧靠窗和过道位置）被锁座。航班起飞当天，郎

先生现场柜台办理值机业务时，询问柜台工作

人员能否将座位换至31A或31C，结果被告知

“今天上午这两个座位被人线上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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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线上值机大量锁座

线下柜台却能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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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

情‘锁座’只针对我们线上值机的？”

  社交平台上，不少帖子分享飞机选座经验

时提到，“起飞当天线下选座，不用花钱也能坐

好座位”“线下柜台值机时，线上被锁的前排座

都能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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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普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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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舱里不同位置的座位舒

适程度不一样，如紧急出口座位和经济舱的第

一排显然要宽敞些，也有的乘客出于个人偏好

或喜欢靠窗，以便欣赏空中美景；或喜欢靠过

道，方便进出等。航空运输发展使得机上座位

成了可以满足不同乘客需求的、可供交换的商

品或服务。航空公司开始推出自行选座服务，

即乘客可以在乘机前通过航空公司网站、手机

App或者航空公司销售电话提前选定心仪座

位。于是，座位确定规则由最初的航空公司分

配制，逐渐变为乘客可以根据个人需求进行部

分选择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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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凌

洁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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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定公平收费标准

保障知情权选择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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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漫画/高岳  

□ 本报记者 罗莎莎

　　“同学们，这里面的尸骸有步履蹒跚的老人、有身怀

六甲的孕妇、有嗷嗷待哺的婴儿，更有血气方刚的青年，

万人坑遗址是揭露侵华日军暴行的证据……”12月11日

15时，共青团江苏省委青年讲师团成员、侵华日军南京大

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讲解员许晶晶指着大屏幕向台下东

南大学的学生们说道。

  这是由共青团江苏省委、共青团南京市委、东南大学

团委等单位联合主办的“勿忘国耻、圆梦中华——— 青春为

中国式现代化挺膺担当”主题宣讲活动的现场。

  今年是南京大屠杀惨案发生87周年。12月13日上

午，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南京举行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

家公祭仪式。在国家公祭日前后，一系列以“勿忘国耻、

圆梦中华”为主题的宣传教育活动陆续开展，以此铭记

历史、祈愿和平，点燃爱国主义精神火炬，照亮未来前

进路。

传播历史真相接棒前进

　　“同学们，让我们一起接过历史记忆的接力棒，传承

历史记忆，传播历史真相，把铭记历史、珍爱和平的故事

讲下去。”在讲述的最后，许晶晶对现场参加活动的学生

们说道。

　　活动现场，像许晶晶一样的共青团江苏省委青年讲

师团的成员们先后登台，将一段段血与火的历史生动地

呈现在观众面前，激励广大青年朋友铭记历史、珍爱和

平，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投身到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

事业中去。

　　“以国家之名、以历史之名祭奠南京大屠杀死难者，

不是为了延续仇恨，是为了让我们青年人铭记国殇民难，

在敢于斗争中汇聚起强国复兴、捍卫和平的青春力量。”

作为共青团江苏省委青年讲师团的一员，东南大学马克

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徐广田在当天活动中围绕“丢掉幻想、

敢于斗争”引导教育广大学生牢记历史、不忘过去，珍爱

和平、开创未来。

　　南师大随园校区、拉贝故居、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

总部旧址、南京鼓楼医院……87年前的11月，20多位外国

人士发起成立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在南京大屠杀期

间，他们和中国同胞相互支持，救助了25万多名中国

难民。

　　11月16日，第八届“感恩·南京安全区”国际和平徒步

活动举行。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后代、省市红十字会代

表、拉贝纪念馆工作人员、紫金草志愿者团队，以及南京

大学、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河海大学等十所高校学生代表

等寻访南京“安全区”遗址，徒步8.7公里丈量这段大爱

之路。

  沿着这条路线，参与者深刻地感受到这座城市曾

经所经历的苦难，也体会到了这座城市如今的蓬勃活

力。值得注意的是，在当天的活动中出现了更多的年轻

面孔，青年人用自己的行动诠释着对和平的热爱与

追求。

侵华日军暴行再添新证

　　11月29日，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2024年新征文物史料发布

会，发布包括侵华日军第十三师团第二十六旅团步兵第五十八联队士兵西条荣策的

战时日记、日本警视厅建筑课课长石井桂的调查报告《关于上海、南京的防空设施》及

调查的原始文件、反映日军“慰安妇”性奴隶制度的照片等在内的重要文物史料。

　　侵华日军西条荣策的战时日记开始于1937年9月25日，结束于1938年1月8日。日记

记载，西条荣策于1937年12月31日到达南京，在南京目睹了大屠杀后的惨状。他在1938

年1月1日的日记中写道：“吃完早饭后，在各小队长的指挥下，我们进入南京城参

观，四处闲逛之后，在返回的路上我们走错了路，来到了汉中门，沿着八公里左右

的城墙一直走，然后回到了宿舍，当时已经过了5点。首先最吃惊的是城外的小河里

尸体如山……”

　　江苏省社科院历史所原所长、研究员王卫星指出：“南京沦陷后，日军在城内外大

肆搜捕放下武器的中国军人和怀疑是军人的普通平民，甚至连安全区的警察也不放

过。1937年12月16日，日军把为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工作的警察和平民2000多人押到汉

中门外秦淮河边进行集体屠杀。这本日记说明，直到1938年1月1日，汉中门外秦淮河

边被日军屠杀的死难者尸体仍然堆积在河边。”

　　此次公布的还有石井桂的调查报告《关于上海、南京的防空设施》及调查的原始

文件，包括上海至南京中国军队防空的各种地图、防空作战概要、防空警报鸣放记录

等原始文件。

　　这组文物史料显示，1937年12月下旬，石井桂受日本军方派遣，前往上海、南京等

地调查中国方面的防空设施情况，并形成了调查资料和详细报告。他途中经过常州、

江阴、句容等地，一路看到“死尸累累”“随着往南京去，道路两侧这种尸体的密度变得

极高”。他到南京后看到“在下关码头，有数千敌兵被我方射杀，其尸体胀鼓鼓地浮在

江面上”。他对这些尸体的惨状有细致的描述，如“脖子被出色地砍断，只留下一丝皮

与身躯相连，皮有一尺左右，手脚已经不知去向”。

　　国家记忆与国际和平研究院研究员孟国祥认为：“石井桂中国之行目的是调查

和收集中国方面的防空资料，为日本扩大侵略提供情报。这些文件记录了石井桂于

1937年底至1938年初在南京等地看到的日军暴行后的惨状，具有很高的史料和文物

价值。”

  除了文字史料外，本次还发布了一组1937年侵华日军攻占南京等地的照片，包括

“南京站前被炮火击中的中国房屋残垣”“被侵华日军侵占后的南京汉中门”“被侵华

日军侵占后的南京下关火车站”等共计324张。经研究，这组照片与日军上海派遣军直

辖之独立野战重炮兵第十五联队有关。独立野战重炮兵第十五联队于1937年9月26日

在上海登陆，参加了上海的战斗。此后，该联队向苏州、无锡、常州、南京进犯，南京沦

陷后参与了南京大屠杀。

厚植爱国情怀开创未来

　　“大家知道公祭日祭奠的对象是谁吗”“公祭当天需要遵守哪些礼仪”……12月6

日，在南京市栖霞区燕子矶街道燕雅苑小区的法治广场上，北京市万商天勤(南京)律

师事务所律师李然铿锵有力的声音透过音响吸引了诸多市民朋友驻足聆听。

　　12月1日至12日，2024年金陵法治惠民大讲堂———《南京市国家公祭保障条例》暨

爱国主义教育公众宣讲活动在全市各丛葬地、社区、法治广场、大中小学等地举办。活

动让公众在缅怀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的同时，让公众在回望历史中传承国

家记忆，传承和弘扬爱国主义精神。

　　“通过开展宣讲活动，把爱国主义教育和公祭保障条例的相关内容融入进去，讲

给市民朋友们听，让他们了解‘以国之名悼念逝者，以法之名保障公祭’意义所在。”李

然说。

　　“国家公祭日不仅是对遇难同胞的纪念，更是对历史的铭记、对和平的呼唤。作为

新时代青年，有义务弘扬爱国主义精神，从自身做起，努力增强自身才干，为国家繁荣

富强添砖加瓦。”现场参与活动的一位市民表示。

　　组织国家公祭公开课，在全国百余座城市搭建爱国主义教育线上课堂，由10位

与国家公祭日相关人物讲述，将历史课堂与思政课堂相结合，与百余个城市中小

学联动共上一堂课；围绕《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读本》组织南京中小学采用

课堂教学、主题班会、国旗下演讲、报告会、观看电影纪录片、阅读书籍、社会调查

等形式，开展教育实践活动；举行“学历史 诵和平 共朗读”主题网络云班会，邀请

国家公祭日立法参与者讲述公祭日设立、立法相关过程，推动青少年厚植爱国主

义情怀……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铭记是教育的开始。10年来，每一次国家公祭日都是一次

对记忆的唤醒，一次对和平的呼唤。12月13日，警报声再次响起，行人、车辆驻足、停车

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默哀。和平的钟声也会再次敲响，那段苦难的历史终将成为继续

前行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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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大量“锁座” 为什么全价票也得花钱选座 为什么选座那么贵

航空公司收取选座费不能不明不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