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预付消费的种种乱象，并非在监管视野之外。4

年前，上海通过地方性法规《上海市单用途预付消费卡

管理规定》，开发建设单用途预付消费卡协同监管服务

平台，但受预付卡跨领域、跨行业、跨层级、跨区域、跨

业务等特性影响，监管平台还不够完善。比如，纳入平

台的企业覆盖面很低，无法对预付卡活动开展动态监

管。在预付消费监管中被寄予厚望的资金监管，似乎

也如“镜中花水中月”。

吴女士最近想给孩子报名一家知名度颇高的少儿

编程培训机构，对方提出一阶段为80课时，共10个月，

收费1.5万元。吴女士询问，有没有3个月课程包，对

方回复，有，但单价较贵，公司与银行签订了资金监管

协议，并出示了监管账户的开户行和具体账号，请家长

放心缴费。“我向银行打电话核实，银行回复说，个人不

能查询。我们消费者想知道学费是否交到了监管账

户，并了解扣款情况，否则信息不知真假，意义不大。”

实际上，资金监管如果落实不利，反倒会给不良商

家可乘之机。去年，有一家培训机构声称与某银行签

订了资金监管账户协议，在门店大肆宣传揽客。不少

消费者以为吃了定心丸，其实却有名无实，学费根本没

有打到所谓的监管账户。

市消保委副秘书长唐健盛坦言：“全面落实安全的

资金监管，成本很高，小微商户没有积极性。”另外，单

用途预付卡的监管由商务部门负责，其中又以小型健

身房、美容院为主，大多未备案。而商务部门不是银行

的主管部门，即使备案也很难掌握资金动态，更何况大

部分单用途预付卡并无备案。

预付模式为何很难避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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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充值12次家庭保洁服务卡，家政平台突然
宣布资金链断裂，退费无门；疫情前办的8000元健
身卡，一次没用过，想退费对方称只能退两三千元；
在商城广场上花300元办的游乐卡，只用过一次，
疫情后再去，连游乐设施都搬空了……自6月上海
全面恢复生产生活秩序以来，消费者遭遇的各种预

付消费问题十分突出。新民晚报夏令热线接到多
起投诉，反映购买的会员卡、课程卡等无法兑付。
以优惠为由头，吸引消费者办理储值卡、消费

卡，办理之后门店却突然关门，甚至仅以一纸公告
打发消费者，疫情期间这种现象并不少见。有人认
为，消费者应该理性消费，研判企业经营风险，预付
消费模式不可取。然而，现实生活中，我们能轻易
避开这些“坑”吗？

如何保障预付消费安

全，让消费者放心？

唐健盛认为，可以从

一个关键指标来判断商

家是否有能力发放预付

卡：即资金沉淀与消费之

比，“如果当天营业额与

发放的预付卡金额是1:1，

就表示很健康。但如果比

例达到1:10甚至1:50，就

说明发放的预付卡大大

超出了自身经营能力。

可以将眼光转向交易制

度，例如规定预付卡的使

用期限，优化商家退款规

则等，以此来限制商家超

出自己经营能力、无上限

乱发卡的行为。”

规范预付卡，需要规

则之治，也需要科技之

智。上海正在寻求数字化

破题之路。市商务委提出，今年要推

进宝山区新型单用途卡监管服务模式

示范区建设，实现在对宝山区商务领

域发卡经营者“全摸底”基础上的信息

对接、资金监管、信用治理“全覆盖”，

并积极向全市及重点区域复制推广。

6月1日起，宝山区试点推出“预

付码”，经营者领码、消费者查码、监管

者管码、赋能者用码。例如，消费者查

码消费，系统自动触发与经营者签订

购卡和服务合同，合同内容及履约节

点全部上链存证，经营者承诺和履约

过程全链可溯。处理投诉纠纷时，监

管部门点开预付码，就可以“掌上管、

马上办”，对违法违规经营者形成威

慑，预付卡监管与服务效率将大幅提

升。经营者通过该平台发卡，有助于

稳健经营，获得市场信用背书，赢得客

户信任；消费者使用该平台购卡，也能

保障合法利益，促进消费回归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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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叶薇 志愿者 许芦琰 聂瑞临

今日关注

前阵子，市民张小姐的愿望清单上多了好几项：学

游泳、练瑜伽、和孩子一起学画画。然而，这些愿望至

今都没实现。“市面上选择很多，但几乎都是预付消费，

现在越来越不敢报课了。”张小姐称，本想在小区门口

学游泳，可她发现培训机构要求起报就是24节课

（4800元），根本不提供“学一次结算一次”的选项。

张小姐的担忧不是没有根据。去年，她和朋友一

起给孩子报了少儿英语培训班。朋友选择的机构已人

去楼空，2万多元剩余课时费打了水漂；自家娃报的机

构时不时就来一场“要跑路”的传言，“报课就是拆盲

盒，谁知道什么时候就轮到自己倒霉了呢。”

就在最近，上海市培训协会发布了校外培训机构

恢复线下培训服务须知，明确表示鼓励培训机构先培

训后收费，但现实几乎所有的培训机构都采取“预收费

模式”。

健身同样是预付消费的深水区。大学生小周在一

兆韦德办了五年的健身卡。“原价是1000元一个月，办

理五年卡是10000元，对比之下显得非常划算，咬咬牙

就办了。”小周说，她也曾被骗过，在一家名叫金仕堡的

连锁健身房办了十年卡之后，第二年老板就卷钱跑路

了。即使门店关门后没有跑路，消费者也很难申请到

退款。买了瑜伽年卡的张小姐说，门店疫情后没再开

业，老板不给退卡，让她转到其他郊区的分店。距家有

几十公里，很难使用。

消费者要避开预付消费模式，相当困难。记者在

大众点评上搜索发现，家政保洁、教育培训、美容美发、

健身运动等生活服务类消费领域，几乎所有商家都会

采取预付消费模式：要么购买单次体验，要么购买包月

或是全套课程。

“现在大家对动辄几万元甚至十几万元的大额

办卡消费都比较谨慎。但一些刚需高频服务以优惠

价格多次购买，我们还是很需要的。要让消费者自

己识别风险，很难。”李女士去年在“轻松到家”家政

平台购买了12次4小时做饭套餐，价格为999元，没

想到只用了1次就遇到疫情，“之前使用感觉不错，价

格也实惠，但上海全面恢复生产生活秩序后，我进平

台预约，先是一直约不到家政人员，再过了几天，平

台直接宣布资金链断裂，暂停兑付。一纸声明就当

起了‘甩手掌柜’，我只能自认倒霉。”

有些预付卡金额不大，消费者遇到违约时，畏于维

权过程的漫长和复杂，一般都选择忍气吞声。“我在小

区群里吐槽自己的遭遇，结果邻居纷纷晒出因预付消

费被坑的事，都劝我千元以下的损失不值一提。怎么

就变成了这样一种‘生态’？”最近，李女士在微信朋友

圈里看到，多家互联网家政平台推出了促销活动，“很

有需要，非常动心，但实在不敢买了。”

6月以来，不少企业迅速推出花样繁多的预付卡

促销活动，一部分消费者抱着开盲盒般的忐忑心情办

卡消费，也有消费者望而却步，宁可多付钱单笔消费也

不轻易办卡。

对中小微商户来说，预付卡发行简单、销

售方便，不限领域、行业，不仅有利于招揽客人，

也直接补充了流动资金，不失为一种直接且有

效的刺激消费手段。不少商户在疫情期间接

到消费者的退费申请，理由并不是没有消费需

求或质量纠纷，而是被一些关门跑路的事件弄

怕了。预付消费遭遇严重信任危机。

当前，上海正着力将“五五购物节”打造

成促消费、稳增长、添活力的重要引擎。购物

节期间，大小商户都推出了丰富多样的促

销手段。期待监管部门创新监管方式，狠

下功夫抓落实，强化消费者权益保护，营造

安全便利的消费环境，让消费者能消费、愿消

费、敢消费，才能进而激发消费潜力，促进消

费增长。 叶薇

▲ 办理健身、

培训等预付卡

时，不少商家承

诺各种优惠，可

一旦遭遇服务

不满意、商铺关

门时，退卡退款

就成了不少消

费者的烦心事

图 IC

▲ 某点评网上显示，互联网家政平台

“轻松到家”页面已暂停预付卡兑付

面对损失只能自认倒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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