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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俱乐部
让雏鹰从校园飞翔

像网购那样安心办健身卡？

公证提存模式受推荐正兴起

本报记者 丁荣

2月 17日，上海市老年人体育协
会足球委员会与昆山市多威体育用品
有限公司正式签署了一项为期三年的
赞助协议，赞助金额高达100万人民
币。这一合作标志着双方在共同研发
适合老年足球爱好者的专用球鞋装备
方面迈出了重要一步，为上海老年足
球运动的蓬勃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近年来，随着上海老龄化进程的
加速，老年体育事业逐渐成为城市发
展的重要组成部分。2019年，上海市
老年人体育协会制定了《上海市老体
协关于市、区共创老年体育示范街镇
活动三年行动计划》。该计划通过市
区街镇联动，设立专项资金，突出“一
街一品”特色，成功推动了多轮老年体
育示范街镇的创建。截至目前，全市
范围内老年体育示范街镇的数量已达
到54个，其中老年健步足球项目成为
了市老年人体育协会的品牌项目之
一。

市老体协在推动老年男性参与体

育锻炼方面不遗余力，全年计划内比
赛达到164个，并通过指导在全市范
围内开展近300场比赛。各类赛事活
动为老年男性提供了展示自己运动才
华的舞台，让更多人感受到体育运动
的魅力。

在上海，“老超”足球联赛已成为
一项备受瞩目的体育赛事。赛场上，
从40岁到60多岁的足球爱好者挥洒
汗水，用激情书写着对足球的热爱。
2024年7月的“老超”比赛中，94岁的
宗炳顺以健步足球参赛者的身份亮
相，更是展现了老年人对体育运动的
热情与活力。健步足球以其独特的以
走代跑形式，降低了运动风险，让老年
人在享受足球乐趣的同时，收获健康
与快乐。

据统计，截至2023年年末，上海
全市户籍人口为1519.47万人，其中60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到568.05万人，
占总人口的37.4%。面对如此庞大的
老年群体，如何引导他们更好地享受
退休生活，发展老年人体育无疑是一
条有效途径。上海通过举办各类老年

体育赛事，不仅落实了全民健身国家
战略，也推进了健康中国建设。

以老年足球为例，上海每年主办
的“市中老年足球联赛”至今已举办21
届。近七届赛事设立了 65+、60+、
55+、50+四个年龄组别，赛制轮次累计
达到129轮，比赛场次累计455场，参
赛球队数累计206支，参赛人数累计
4190人。这些数据充分展示了上海
老年足球的蓬勃发展和广泛参与度。
目前，在上海市老体协注册的老年足
球队有43支，注册队员1904人。

健步足球作为避免身体强对抗、
注重脚下技术的足球形式，近年来在
上海得到了大力推广。这一运动起源
于英国，旨在为50岁及以上的中老年
群体或慢性病患者提供运动和社交的
平台。随着健步足球进入大众视野，
其影响力不断扩大，上海参与健步足
球的老年人也越来越多。为了确保老
年参赛者的身体健康，上海在推广健
步足球时，始终强调专业性和适度原
则，并加强医疗保障和紧急救援措施。

上海体育银发经济正呈现出蓬勃
发展的态势，老年足球作为其中的亮
点之一，不仅展现了老年人的活力与
激情，也推动了全民健身国家战略和
健康中国建设的深入实施。随着更多
社会力量的参与和支持，上海老年体
育事业将迎来更加美好的明天。

市老体协获社会企业百万赞助

上海体育银发经济火热

想健身，但担心成为门店跑路事件中的受害者？想办
卡，却被各种套路整得眼花缭乱？从3月1日起，随着《上海
市体育健身行业预付式消费经营活动监管实施办法（试行）》
的施行，沪上健身行业即将迎来新气象。除了之前已重点介
绍过的“三限”外，其中，鼓励探索使用公证提存的做法也很
值得介绍给大家。 专题撰稿 本报记者 章丽倩

当你在网购平台上消费时，基本
没为付了钱却收不到货而担心过吧？
因为“确认收货”的按钮掌握在消费者
手里，你知道会“专款专用”。那么，在
去健身房消费时，能否也有类似“先服
务后结算”，可保障消费者资金安全的
模式呢？

目前，已经有一版“答案”出现了，
它就是即将于3月1日施行的《上海市
体育健身行业预付式消费经营活动监
管实施办法（试行）》中提到的“鼓励探
索使用公证提存”。

“提存”是《公证法》规定的一种资
金监管的法律工具，而“公证提存”的
作用就是保障交易安全。目前就上海
各区来说，长宁区走在了探索使用公
证提存的前列：已于去年7月上线“公
证提存”预付资金监管平台，通过跨部
门联合监管进一步推动市场良性发
展。据记者了解，截至2月上旬，该区
已有八家体育健身行业商家接入，监
督预付合同300余份，监管预付资金
超26万元。

在之前接受采访中，上海市体育局
规划产业（法规）处副处长俞剑曾向记
者点出健身行业预付式消费“变味”的
症结所在：就是从概念诞生之初的“薄
利多销”走上了“寅吃卯粮”的歧途。

在过往的行业监管和调查中，有
关部门发现，传统体育健身企业普遍

高负债经营，通过售卖超长期卡和大
额私教课，引导消费者提前预支高额
费用，而财务核算按照收付实现制，预
收资金用于支付当月运营成本后，结
余投入新店，并在不断扩张、过度竞争
中，炒高了店铺租金、人力成本。这一

“寅吃卯粮”的不良经营模式，重销售
轻服务，重度依赖现金流，一旦资金链
断裂，直接影响日常经营，甚至出现非
正常停业的情况。近年来，消费者消
费理念趋于谨慎，对体育健身行业的
消费信心下降，部分传统健身企业营
收大幅降低，已经难以覆盖经营成本，
经营风险激增。

如今，在现实中受到鼓励的公证
提存平台，它是如何发挥作用、确保资
金“管得住”的呢？关键点就是“专款
专用”和“先服务后结算”。

举例来说，消费者在平台选购健
身机构上架的服务商品后，在线完成
公证手续并将预付资金提存至公证处
账户，待机构完成约定服务后，由公证
处依据双方约定的提存规则，将相应
的款项结算至商家账户，如此一来，就
实现了“先服务后结算”，能有效防止
机构携未消费预付资金“跑路”情况的
发生，从而最大程度保护消费者的权
益。这一模式有助于管住预付费，防
止资金被挪用，也能为机构持续优化
服务提供长期动力。

“20年卡”“终身卡”甚至更加花
里胡哨的“宇宙卡”，你有被健身房里
各式各样的卡“套路”过吗？很快，那
些诱惑力高、充值金额也比较惊人的
健身行业预付费卡就要在申城偃旗息
鼓了。再过五天，《上海市体育健身行
业预付式消费经营活动监管实施办法
（试行）》就将施行，届时“三限”规定会
正式落地。

“三限”规定是《上海市体育健身
行业预付式消费经营活动监管实施办
法（试行）》中的核心条款，经过多方反
复平衡考量，现规定如下：经营者对同

一消费者一次性收取会籍类预付款金
额在5000元以下、时长在24个月以
下；课时类（团操、私教、泳教等）预付
款金额在20000元以下、次数在60次
以下；储值类等（兜底）预付款金额在
5000元以下。经营者对同一消费者
收取各类预付凭证预付款总计不得超
过20000元。

预付费最初是一种不错的消费模
式，通过薄利多销，让消费者和经营者
共同受益。然而，这一模式后来却渐
渐滋生出了“赚一票跑路”成风的行业
恶果，就连一兆韦德、威尔士等前行业

头部企业亦未例外。正是有鉴于这些
现实之痛、行业之痛，带着旨在有效监
管体育健身行业预付式消费经营活动
的使命，《上海市体育健身行业预付式
消费经营活动监管实施办法（试行）》
问世了。它由上海市体育局、上海市
商务委员会、上海市文化和旅游局、中
共上海市委金融委员会办公室、中国
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国家金融监督
管理总局上海监管局制定印发，自3
月1日起施行，有效期至2026年12月
31日。

“专款专用”有助长远

“先服务后结算”更安心

“三限”即将施行 记住“2万”这个数额

上海市老年人体育协会足球委员会与昆山市多威体育用品有限公司正式
签署了一项为期三年的赞助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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