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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视角

“ 充 值 办 卡 可 以 赠 送 金 额 、享 受 折
扣”……单用途预付卡如今成为一种常见的
消费方式，集中出现在餐饮、美容美发、健身
等行业。保护消费者权益、让单用途预付卡
市场良性发展，应多措并举进行监管。

单用途预付卡由从事特定行业的企
业，即从事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居民
服务业等行业的企业法人发卡，仅限于在
企业或其集团或同一品牌的特许经营体系
内使用，形式上包括实体卡和虚拟卡。这
种消费形式能实现消费者和经营者的双
赢：消费者享受折扣、获得实惠，经营者
稳定客源、回笼资金。因此一经推出，便
受到市场欢迎，在消费方式中占据的比重
越来越大，既刺激了消费，又促进了经济
社会发展。

伴随单用途预付卡市场的扩大，发卡

主体逐渐占据强势地位，处于弱势的消费
者的权益极易受到损害。2017年以来，在
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的当年“十大消费维权
舆情热点”中，预付卡消费纠纷多次上榜。
一方面，商家声称拥有对商品和服务的最
终解释权，一旦产生纠纷，消费者维权艰
难。部分商家甚至玩起文字游戏，签订发
卡协议时用一些模棱两可的词汇，设置

“霸王条款”。另一方面，恶意“卷款跑路”
现象频发。笔者在读大学期间，附近的理
发店在暑假前大搞优惠活动，吸引不少学

生办卡。但在暑假期间该店却关门停业、
携款跑路，返校归来的学生联系不上商家。

“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消费者一
旦有了上当受骗的经历，很难再去掏钱办
卡，对于其他诚信经营的商家而言是一种
伤害。如果无视行业乱象发生，任由部分
商家透支行业信誉，最终会出现“劣币驱逐
良币”现象，影响单用途预付卡市场的可持
续发展。因此整治单用途预付卡市场，势在
必行。

《北京市单用途预付卡管理条例》已

于今年6月1日起施行。此前，上海、江苏
等地也出台了与预付卡相关的法规。《条例》
规定建立预收资金存管制度，要求经营者在
存管银行开设相应账户，并按有关规定存管
预收资金。这将极大程度上避免经营者“卷
款跑路”、购卡者蒙受损失的现象发生。

进一步为单用途预付卡市场套上“紧箍
咒”，须在监管、立法两端发力。预付卡消
费涉及多个管理部门，应明确责任主体、
加强地区协同，在消费纠纷发生时，相关
部门能协调合作，及时、快速处理纠纷，

让购卡者不再维权无门，让不良商家不再
有恃无恐。从事后介入转入事前介入，还
应制定专门规制预付卡消费的法律法规，
提高法律层级、增加管理效力、扩大适用
范围，切实对不法经营者形成威慑。

织密法律的保护网，规范单用途预付
卡市场，是缓解消费顾虑、刺激消费市场
的有效手段。消费是最终需求，对经济具
有持久拉动力，事关保障和改善民生。当
下，促进单用途预付卡市场有序发展，将
有利于促进消费恢复发展，让消费释放更
大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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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付式消费纠纷由来已久

“我在理发店办了张会员卡，充500
元享受7折优惠。”在北京市朝阳区工作
的王先生告诉记者，原价58元的剪发标
准，打完折就是40元左右。在理发比较
频繁的王先生看来，还挺划算。

小李在北京读研，喜欢美食，在不
少饭馆办卡、充值。“有一家川菜馆菜
做得很地道，我存了1000元，办卡当次
吃饭免单，之后消费打八折。”小李
说，这个卡不光自己可以用，朋友来吃
也能用，既实惠又方便。

伴随电子消费和信用消费的快速发
展，预付式消费逐渐成为一种普遍的消
费方式。“所谓预付式消费，是指消费
者预先向经营者支付一定资金，然后按
次 或 按 期 获 得 商 品 或 服 务 的 消 费 方
式。”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
究会副秘书长陈音江说。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刘俊海认
为，在理想情况下，买卖双方可以实现
双赢。消费者可以获得让利打折、项目
赠送等实打实的优惠，还免去了每次支
付的麻烦；对商家而言，不仅可以融通
资金、扩大规模，也能利用这种方式锁
定客源。

随着预付式消费方式的流行，一些
问题也随之而来。记者通过采访发现，
有的消费者因一时冲动或商家诱导而办
卡，还未消费，或消费几次后对服务不
满意，想要退卡却被拒绝；有的商家甚
至直接关门或跑路，消费者无法继续享
受服务，剩余钱款难以追回……

今年 4 月，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的
《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状况年度报告
（2021）》指出，预付式消费纠纷一直是
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面临的难点。2021
年，受新冠肺炎疫情波动影响，消费者
前期交费容易，后期退款难的投诉同比
增幅明显。

“预付卡是预付式消费的载体，分
为多用途预付卡和单用途预付卡。”陈
音江介绍，前者由专营机构发行，可跨
地区、跨行业使用，由中国人民银行
监管；后者由商业主体发行，生活中
常见的如健身卡、美容美发卡、洗车
洗衣卡、超市购物卡等，都属于单用

途预付卡。“两者中，单用途预付卡在
商品类和服务类交易中广泛存在，是监
管难点。”

家住北京市丰台区的周女士爱好
健身，今年年初在小区附近的健身房
办了一张 2000 元的年卡。可令她本人
没想到的是，办卡不到 2 个月，店就
关门了。

同为健身达人，家住四川省达州市
的谢女士也在当地一家健身房办了卡。

“办卡时说得很好，但之后才发现，来
健身的人总比器械多。在这样的环境
下，哪有心情好好锻炼。”谢女士坦言。

碰到服务不好，或商家关门，退款
往往是消费者的第一反应。但在实践
中，预付卡消费面临退款难题，随着时
间推移，不少消费者选择放弃，自认
倒霉。

与商家签合同易被忽视

“预付卡消费的法律性质是一种消
费服务合同。”陈音江指出，普通消费
合同的成立和履行同步，且具有单次
性特征，预付卡消费合同则是“先付款、
后消费”“单次付款、多次履约”。在这种
长期的、持续的履约过程中，商家很有
可能受到各种不确定因素的影响，从而
与消费者发生纠纷。

在采访中，记者注意到，与一手交
钱一手交货不同，多数消费者在办理预
付卡时，很容易忽视与商家签订合同。
其中，健身、教培等行业签订合同的情
况较多，其余常见的预付卡消费行业
较少。

“双方的权利义务采取口头形式约
定，商家很少提供书面合同。收取钱款
和结算时也不会提供相应的票据和消费
明细，因缺乏详细、明确的书面约定，
消费者享受商品或服务仅凭一张预付
卡。”陈音江说，一旦发生纠纷，消费
者往往因缺乏有力证据而处于“空口无
凭”的尴尬境地。

有了合同，也不代表万事大吉。河
北的刘女士在某美容会所办了一张会员
卡，后因搬家无法享受相关服务，遂
与美容会所协商退款事宜。可美容会
所拒不退费，理由是签订的合同中载
明“由于个人原因退会，所缴纳的会费

概不退还”。
“很多商家在与消费者签订合同

时，拿的是拟好的格式合同，里面时
常夹杂着对消费者不利的条款。”陈音
江表示，这种“霸王条款”为消费者合理
退款设置了障碍，损害了消费者的合法
权益。

目前，针对单用途预付卡的规定，
在国家层面只有一部规章——2012年11
月施行的《单用途商业预付卡管理办法
（试行）》。刘俊海表示，随着时间推
移，《办法》存在滞后性，仅涉及“零售
业、住宿和餐饮业、居民服务业”三个行
业，对其他近年来兴起的预付卡消费行
业并未覆盖。

在预收资金的监管上，《办法》 要
求上述三大行业的企业备案登记，且按
比例存入存管资金。陈音江说，实际
上，是否备案以及存入存管资金，多数
情况下靠发卡企业自愿自律。

为啥有时明知有风险，还会办卡？
在调查中，“优惠力度大”是记者听到最
多的回答。“大幅折扣和丰厚回赠是经
营者的撒手锏，不少商家通过制造‘过
了这村没这店’的假象，诱导消费者购
买预付卡。”刘俊海说，面对种种优
惠，消费者难免冲动办卡。

全面系统规制预付卡消费

前不久，北京市顺义区市场监管局
对一家美容美发公司处3000元罚款，并
责令该公司暂时停止发行预付卡。

处罚依据源自刚刚施行的《北京市
单用途预付卡管理条例》。《条例》 规
定，销售单用途预付卡时，经营者应向
消费者出具载明相关内容的凭据，或签
订书面合同。而该美容美发公司销售
预付卡时不出凭据、不签合同，责令
改正后仍继续实施违法行为。该案也
成为北京首例适用预付卡新规的行政
处罚案件。

《条例》 还规定了“7 天冷静期”，
即消费者购卡后只要没有开卡使用，7
天内可无条件解除合同，经营者应一次
性退还全部预付费用；明确不得设置

“概不退款、不补办、解释权归经营
者”等对消费者不公平、不合理规定；
建立预收资金存管制度，对未按规定存
管资金的经营者进行处罚……

近年来，上海、江苏、甘肃等地也
出台相关法规，加强对单用途预付卡的
管理。刘俊海表示，应在地方立法基础
上，总结经验，尽快研究出台国家层面
的法律法规，从准入条件、经营要求、
行为规范、资金监管、维权救济等方面
对预付卡消费进行全面系统规制。

预付卡消费涉及市场监管、商务、
公安等多个部门，容易因多头监管形成

“真空地带”。对外经贸大学法学院教授
徐海燕说，要进一步明晰各部门权责范
围，建议建立以市场监管部门为主、其
他部门协同配合的信息共享、快捷高
效、无缝对接的监管机制，推进监管法
治化、专业化、智能化和社会化。

“商家应不断提高社会责任意识，
诚信经营，把心思花在提供更优质的商
品、服务和提升口碑上。”陈音江说。

徐海燕指出，对消费者来说，要保
持理性、成熟的消费心态，考察商家的
经营规模和信用状况，不盲目听信推销
话术。如果购买了预付卡，一定要保存
相关票证和电子证据，以便在维权时能
就权利主张履行举证责任。

“没用过几次，卡都快到期了。”北
京某小区的韦女士4月中旬收到楼下理
发店将关门的信息。卡里剩余的钱咋
办？正当韦女士发愁之际，门店打来电
话，表示已和另一家理发店对接，顾客
可以继续享受相关服务。

商家和消费者协商解决，不失为
一个好办法。疫情之下，线下商铺关
门的情况时有发生，有些商家是恶意
为之，有的则是经营困难，确实“心有
余而力不足”。针对疫情这一不可抗力
造成部分商家暂时停业，无法继续提
供服务的情况，有专家提出，消费者
和经营者要互谅互让，这并非忽视消
费者权益，而是此时需要大家沟通协
商、共渡难关。难关过后，商家可以
通过提供更好服务、更多优惠等手段
补偿消费者。

本报记者 史志鹏本报记者 史志鹏

美容卡、理发卡、健身卡、洗车卡……日常生活中，不少消费者都办过预付卡，预付式消费日益普
及。这种消费方式在一定程度上能促进消费、繁荣市场，但在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乱象。办卡时，
商家承诺各种优惠，可一旦遭遇服务不满意、商铺关门时，退卡退款就成了人们的烦心事。

近年来，全国多地出台相关法规，对单用途预付卡进行管理，为预付卡消费问题套上法律“紧箍咒”，
消费者权益保护网越织越密。

近年来，全国多地出台法规，加强预付卡管理——

预付卡消费，小心被“卡”

第十一条 经营者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不得发行预付卡或者为消费者办理
续卡：

（一）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的；
（二）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因供

职单位违法行为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的；
（三）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的；
（四）申请注销或者正在办理注销手

续的；
（五）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第十二条 消费者享有下列权利：
（一）了解经营者备案及预收资金存

管情况；
（二）向经营者全面了解预付卡所兑

付的商品或者服务内容、数量和质量、
价格和费用、有效期限、余额退回、风
险警示、违约责任、争议解决等信息；

（三）自主决定购买预付卡；
（四）了解预付卡使用情况、查询消

费记录、余额等信息；
（五）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权利。
第十三条 经营者应当向消费者出

具载明下列内容的凭据：
（一） 双方名称或者姓名、联系方

式等；
（二）经营者收款账户信息、预收金

额、支付方式、履约保证措施；
（三） 兑付商品或者服务项目的内

容、地点、数量、质量及兑付计算种
类、收费标准、扣费方式；

（四）履行期限，以及经营场所自有
或者租赁、租期；

（五）风险提示；
（六）赠送权益的使用范围、条件及

退款的处理方式；
（七）变更、中止、终止等情形预收

款的处理方式；
（八）退款计算方法、渠道、手续费；
（九）挂失、补办、转让方式；
（十）消费记录、余额查询方式；
（十一）违约责任；
（十二）解决争议的方法。
经营者与消费者签订载明本条前款规定内容的

书面合同的，视为已经出具凭据。
预付卡书面合同的示范文本由市行业主管部门

会同市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制定。制定合同示范文
本，应当听取消费者、经营者、消费者协会、行业
协会、商会的意见建议。

第十四条 预付卡设定有效期限、预收金额较
大等对消费者有重大利害关系的内容，经营者应当
在书面合同中向消费者作出风险提示。

第十五条 经营者制定的格式条款、通知、声
明、店堂告示、消费者须知等不得包含概不退款、
不补办、解释权归经营者等对消费者不公平、不合
理的规定。

格式条款、通知、声明、店堂告示、消费者须
知等包含本条前款规定内容的，其内容无效。

第十六条 消费者自购买预付卡之日起七日内
未兑付商品或者服务的，有权要求经营者退卡，经
营者应当自消费者要求退卡之日起五日内一次性全
额退回预收款；消费者因购买预付卡获得的赠品或
者赠送的服务，应当退回或者支付合理的价款。

第二十二条第三款 纳入存管管理的经营者应
当在存管银行开立预付卡预收资金专用存管账户，
将符合规定要求的预收资金存入专用存管账户并按
照规定方式支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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