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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上海市体育局、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上海市健身健美协会共同制定了《上海
市体育健身行业会员服务合同示范文本（征求意见稿）》，其中列出的健身卡办卡后“七天冷静期退费”条款尤为引人关注。

《合同（征求意见稿）》的问世是针对当下健身行业的实际问题迈出的重要一步，同时，它也在行内行外引发了一些新的关注
与思考。 本版撰稿 本报记者 章丽倩

淘宝的“七天无理由退换”并不完
美，但贵在实用，通常情况下，网购者
不需要跟卖家唠叨太多就能完成退换
过程。那么，对沪上健身卡的消费人群
来说，在《上海市体育健身行业会员服
务合同示范文本（征求意见稿）》（以下
简称《合同（征求意见稿）》）问世后，他
们与“七天无理由退费”的实际距离还
有多远呢？
在这两日的采访中，记者从几位

健身行业从业者或原从业者口中听到
的具有普遍性的一个看法是———如何
监管与执行，这很可能成为决定沪上
健身卡能否真正做到“七天无理由退
费”的关键。
纪明（应受访对象要求，此处做化

名处理）曾在上海闹市区开过一家健
身中心，拥有四年多的从业经历。他告
诉记者，当健身机构遇上有退卡诉求
的顾客时，多少都会存在“会哭的孩子
有糖吃”的情况。
“一个特别能闹、特别有时间精

力、特别会找有关部门投诉的顾客，哪
怕搁在以前，也有办法在用卡一个月
后让健身房答应把卡退了。我们都知
道这不公平，但这又是各个行业都存
在的一个情况。这次的示范合同能给
予消费者更公平的保障环境吗？我还
挺好奇的。”纪明说。
今天谈到的主角《合同（征求意见

稿）》，它由上海市体育局、上海市市场
监督管理局、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
委员会、上海市健身健美协会共同制
定，可以被看作是多领域、多部门同心
合力的产物。
在得知《合同（征求意见稿）》问世

的消息后，健身爱好者王文均的心里
先是一乐，但很快，有过健身投诉经历
的他就想到了一个很实际的问题：签
订示范合同后，万一和健身机构发生
不愉快，投诉和后续处理的过程是否
更便捷了呢？
“以后我跟健身房如果按照这份

示范合同来签约，比如我在没开卡的
情况下想七天内退卡，但健身房不答
应，那这件事该怎么处理？我还得去找
市级或者区级的市场监管部门、消费
者权益保护组织或者工商局吗？他们
能帮我处理得比以前更快吗？”在健身
人群中，王文均的疑惑是具有一定代
表性的。
新事物的出现总需要一个渐渐上

路的过程。《合同（征求意见稿）》的问
世是针对当下健身行业的实际问题迈
出的重要一步，为的就是“打补丁”、谋
发展。据悉，有关部门后续会跟进推出
更多配套举措，比如对健身场所进行
星级评定、对健身教练进行等级注册
等，以期为消费者带来更好的健身体
验。

像淘宝那样想退就退？

行内人：监管执行是关键

花钱的人有抱怨，收钱的人也有
苦水。在这两日的采访过程中，有几
位健身机构的负责人或运营人员跟
记者叹起了苦经。每个行当都有各自
的难处，这点可以理解，所以此番记
者不评价谁的话更真实、更有理，而
是就想把商家们提到的那些支出稍
作列出。

除了房租是重头
教练市场掀风云

场地租金是健身房支出中绝对
的重头，这点毫无疑问，然后就是该
支付给教练们的薪酬了。有行内人告
诉记者，以同一水平和资质的教练来
说，从2016年到2020年，他们的薪酬很
可能翻了一倍。

“除了随行业发展的正常涨薪
外，还有一部分是被同行挖角给炒出
来的热度。但和2016年时相比，传统健
身房的基本会籍价没涨，涨了怕流失
顾客，按次收费的健身房，它们的体
验价甚至是整体更便宜了。”在浦东
经营着一家按次收费健身房的王嘉
良（应受访对象要求，此处做化名处
理）告诉记者，如果不接受新资本介
入、开始圈地扩张，如今想要把自己
的一亩三分地打理好，其实会比前两
年更艰难一些。

网红精致的背后
有人得为此买单

受疫情影响，曾在虹口区某商住
房里开过一年半健身工作室的董安
（应受访对象要求，此处做化名处
理），如今又恢复了“打工人”的身份，
在一家健身机构里当起了私教。用他
的话来说，只有出去单干过，才知道
那些“隐形”维护有多繁杂。

点评网站上的更新、维护和导
流，健身工作室里大到硬装潢、小到
一个纸巾盒的采购与摆放，还有如海
报拍摄、背景音乐挑选等，这些外包
服务，董安全都购买过。“顾客是来健
身的，但同时也是来享受有格调的服
务的。不管你的工作室是不是真精
致，教学有没有真水平，如果基本配
套的那些不备齐，工作室就吸引不到
客户。”

去年下半年，董安的健身工作室
在花了大力气后才刚上轨，结果疫情
一冲击，就没能挺过来。“现在想想，
先算了，还是当私教给老板打工省
心，收入还稳定。”

这都2020年了，上海早就有一批
按次消费的健身房了，你还非得执着
于办会员卡健身吗？话虽如此，但受地
理位置、运动时间、环境偏好等因素影
响，更早进入市场的会籍预售模式的
健身房确实仍活跃在主流中。所以，如
果你确实有办卡需求，不妨先来听听
行内人的经验之谈。

1.不透明的会籍价

网购时代，很多人都点亮了在各
平台上货比三家的技能。但是，在走会
籍预售模式的传统健身机构中，会籍
价格往往并不够透明。
“一家机构里，不同的会籍顾问，

或者自己上场推销的教练，针对同一
张会员卡，他们给出的报价可能都不
一样，张口给出的各种附赠福利也不
一样。而且，月初和月末比，年初和年
末比，也有一定浮动，有时浮动还不
小。”在沪上某连锁健身机构当过三
年教练的何冲（应受访对象要求，此
处做化名处理），他告诉记者，会籍价
越是不透明，背后的水分可能就越
多。

面对忽上忽下的会籍价，如果你
确实有购卡需求，那何冲给大家的简
单建议是两点：“等”和“加”。
“不用急着跟会籍顾问当面签约，

也不要轻信‘这是促销活动的最后一
天’，先给对方留一个联系方式，等几
天，也许对方就会通知你有更优惠的

促销了。如果符合你的心理价位和市
场大致水平，那就可以考虑入手了。”
何冲说，“另外，所有承诺给你的附赠
福利，不管是送几个月会籍，还是免费
享受一定数量的教练课程，或者别的，
如果你看重这部分福利，就一定要求
全写进合同里。”

2.?要读懂的信号

最初的相处挺美好，后来却慢慢
变了味道，为什么呢？也许你该先读懂
其中的信号，然后再决定要不要续卡、
续课。
拥有四年多从业经验的纪明（应

受访对象要求，此处做化名处理）告诉
记者，一旦会员成了被“盯”的对象，并
且有了被“盯”的不适感，那很可能就
该要换地方健身了。“行业里是会存在
一些不好的做法，先用比较便宜的价
格卖会员卡，然后盯着会员早早续费
或者大量购入教练课程。每次去健身
都被工作人员盯着推销，那感觉可能
很多人都受不住。最后，要么被盯烦了
不再去那里健身，要么总在买不知有
没有机会用完的课程。这都是不良商
家的套路。”

在有更明确的相关立法出台前，
纪明说他暂时还没想到有什么办法可
以来解决“预先花出去的钱”和“缺乏
保障的后续服务”间的纠结。“如果不
办会员卡，我可能会推荐你去按次收
费的健身房。”

有些常规的坑
消费前先做功课

从儿童教育到美容美发，从健身
运动到共享单车，为什么每次“爆雷”
事件都能在非直接受害人群中引发
共情呢？原因很明显，许许多多的生
活场景都已经被预付费模式给渗透
了，在鲜少有人能完全置身事外的情
况下，每多一次“爆雷”都会将导火索
燃得很短———直到整个预付费消费
市场迎来革故鼎新的那一天。

预付费之困，不是体育、教育、美
容、餐饮或者其他任何一个行业的
“独家专利”，而是一个泛化的问题。
所以，在针对这一痼疾展开行动时，
既会有单点突击，更需要有可辐射到
整个预付费消费市场的拔树搜根之
法。

对于预付费消费市场的管理，中
国人民银行、财政部、商务部、税务总
局等部门于2011年出台过《关于规范
商业预付卡管理的意见》；中国人民
银行于2012年出台过《支付机构预付
卡业务管理办法》；商务部于2012年出
台过《单用途商业预付卡管理办法》
等。而在地方层面，去年5月1日，《上海
市单用途预付消费卡管理实施办法》
正式实施。作为《上海市单用途预付
消费卡管理规定》的配套规范性文

件，《实施办法》对《管理规定》的主要
精神和制度做了进一步细化。同样是
在去年，北京七部门联合起草了《关于
加强预付式消费市场管理的意见（征
求意见稿）》等七份文件，涉及对教育
培训、健身机构、分时租赁汽车、共享
单车等多个行业的监管。

正在路上，仍需努力———这是不
少专业人士对规范预付费消费市场的
一项共识。

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心副
主任、中国消费者协会专家委员会委
员朱巍认为，预付费相比其他消费方
式具有特殊性，应该在事前监管环节
就做有效介入，而这就要求以问题为
导向，加强立法，加强规制。

比如，如果将预付费资金交付到
可信赖的第三方机构进行托管，这样
就能规避相当一部分集资诈骗、套路
贷等问题。同时，这也有助于提升顾客
的消费体验。每次去商家得到服务后，
消费者先确认，第三方机构才会将该
笔金额支付给商家。如此一来，虽然消
费者交了钱、办了卡，但还是握有一定
主动权，商家也会更积极地去履行承
诺，努力提高服务质量，进而这也有助
促进预付费消费行业步入良性循环。

预付费之困非体育独家
事前监管须得加强立法

你掏的健身钱
到底被谁挣了

冷静七天讲的还是契约精神
给予健身消费者更公平的保障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