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 辑/张颖琦
视觉设计/竹建英

2025年3月3日
星期一7

      

几十棵行道树突然被挪走 搬迁公示在哪里

上海最严“新规”正式施行
记者暗访30多家健身机构

多数机构合规运营
个别仍在超限卖课

年卡最多5000元
私教课不超2万元

一直以来，预付式消费在健身行业盛

行，但健身房经营不善关门或恶意跑路的不

在少数，大笔预付款追讨无期，消费者深受

其苦。此次实施的《办法》将健身预付卡消

费纳入监管范围，明确了“三限”标准，即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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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时类预付款金额

在20000元以下、次数在60次以下；储值类

预付款金额在5000元以下，以及经营者对

同一消费者收取各类预付凭证预付款总计

不得超过20000元。

昨天，在长宁区威宁路258号2楼一家

名为“中田健身”连锁健身品牌工作室，店长

告诉记者，他们健身工作室不需要办理预付

费会籍卡，只提供私教服务，价格按私教课

时算，分包月和按次。包月的话有2个月共

5600元、3个月共6900元、6个月共12600

元，按次的话则是10次一共2800元，原价格

符合新规，所以不会有变化，但公司政策有

所变化。“现在新规实施后，顾客付完钱是原

封不动放在公司总账上，等顾客把所有的课

程用完之后，我们教练、股东、店长再去分这

部分钱。这样对于顾客来说会更有保障，万

一想退钱就可以退得出来，而且公司也没有

那么大负担，反而能促进良性发展。”

在天山路缤谷广场5楼的一家名为

“ICOX精致健身”工作室内，记者看到前台

张贴着《经营场所租赁期限公示》和《收费标

准表》，明确标注“会籍卡最高5000元、私教

课总价不超过2万元”等条款。店内员工介

绍，该店也是主打私教课的健身工作室，主

推“月付制”会员和短期私教包，一次性交一

年或两年的缴费制度基本已被取消。“新规

倒逼我们优化服务，用复购率代替‘一锤子

买卖’。”

与会籍卡相比，私教课往往更加昂贵，

《办法》特别规定了课时类预付款金额在

20000元以下、次数在60次以下。对此，大

多数健身机构均将课时控制在规定范围之

内，甚至“卡点”卖课。水电路上一家名为

“狮心搏击”的健身馆，推出的私教课价格在

320—410元/节，最多一次可以购买50节课，

总价为16000元，在24个月内上完，无需额

外办年卡。沪太路上的“IN健身工作坊”，也

是主打一对一的“私教课”，推出的最优惠套

餐为60节课16800元，平均每节课费用为

280元，无论是课时数还是总金额，都刚好在

“三限”标准以内。

个别“偷卖”100节课
也有主动“劝退”新人

尽管绝大多数健身房均能遵守“三限”

规定，但记者调查中发现，仍有个别健身房

存在超限卖课的行为。

宝山区场北路上的一家名为“菠萝健

身”的健身场馆，采用的是年卡与私教课相

结合的经营模式，年卡费用为2199元。其

销售人员在询问了记者的健身需求后，热情

推销了店内的一款“私教套餐”，其中常规基

础课15节起售，原价400元/节，一次购买

100节可享优惠价300元/节；特色课同样15

节起售，原价500元/节，购买100节可享400

元/节的优惠。“现在有活动，多报课时的话

可以赠送相应的年卡。”销售人员表示，如果

想要赠送年卡的话，至少要报100节课，总

价最低为3万元。当记者提出课时太多、总

价太高时，对方又说可以适当缩减，先报个

半年的课时体验一下，觉得不错后面再续。

也有健身房在推销私教课时，主动“劝

退”新人，不要一次性购买太多课时。汶水

路上一家“极光健身”工作室就回应称，工作

室主推20节或36节私教课，每节课费用在

400元左右，时间在3个月或者6个月内，会

根据每个人的具体情况制定健身计划，基本

上一个周期下来就会有效果，然后再根据实

际效果制定下一步训练计划。“我们不会推

销太多的课时，一是现在有新规约束，二是

不符合健身规律。”该工作室销售人员透露，

只有那种已经在这里健身五六年的老会员，

在其主动要求下，才一次性续了上百节课。

“只有建立了信任，才能留住客人。”

按月付费渐成主流
灵活收费限制更少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新规带来的不仅是

消费端的保障，更推动行业深层变革。在记

者走访的30多家健身房中，约70%已调整收

费模式，如推出“30天冷静期”合同、拆分高

价课程包等。

同时，记者还发现，如今传统预付费的

健身会所已经非常少，取而代之的则是大部

分的健身私教工作室及按月、按次付费的健

身房。在缤谷广场4楼，有着全国超1000家

门店的乐刻健身，在大门广告牌上十分显眼

地打出“24小时，月付费”的招牌。其销售人

员介绍，3月刚刚推出促销活动，购买季卡可

以打8.3折，同时购买私教课也有满减优惠，

一次性最多购买50节课可享220元/节的优

惠价，再叠加满减，总费用在1万元以内。

而位于商场2楼的超级猩猩健身馆，则直接

在大门上打出“不办年卡，按次收费”的口

号，让消费者在选择健身时少一些限制，多

一些自由。

还有一些健身工作室则推出课时制和

包月制相结合的经营模式，均不用购买会籍

卡。消费者可以选择购买一定数量的课时，

或者包月的方式，在工作室接受教练一对一

的指导，形式上更加灵活。

市民消费回归理性
“三限”构筑监管防线

据悉，配套《办法》的两部合同示范

文本——《会员服务合同》和《成人健身指

导服务合同》也于3月1日同步启用。文本

不仅细化服务标准，还要求经营者明示租

赁期限，避免“卖卡后跑路”。此外，市场监

管部门将按《上海市体育发展条例》对违规

者处以最高10万元罚款，并公示失信企业

名单。

“以前被推销5年卡，结果健身房半年

就倒闭。现在这样的健身和收费模式非常

合理，买课上课，我们的利益既有保障，健身

还没那么无聊。”在健身房的市民俞女士，正

仔细核对新签署的《会员服务合同》。这份

2025版示范合同新增了退费细则和风险提

示条款，赋予消费者7天无理由退卡权。

记者随机采访的30名消费者中，超九

成支持新规，但也有人担忧执行力度：“若商

家用‘赠课’名义变相收费，监管能否识别？”

对此，市体育局相关工作人员回应，新规明

确“变相收取”同样违规，并依托单用途预付

卡协同监管平台动态监测资金流向。

预付卡乱象曾是健身行业痼疾，而上海

此次以“三限”标准构筑监管防线，既保护消

费者权益，也为行业转型升级提供契机。正

如市体育局相关负责人所言：“用规则挤掉泡

沫，才能让真正深耕服务的企业脱颖而出。”

未来，这场从“卖卡”到“卖服务”的变革能否

成功，仍需政府、企业、消费者三方共筑诚信

生态。对此，“新民帮侬忙”将继续关注。

本报记者 李晓明 陆常青

家住浦东新区康桥半岛城中花园的程

先生向“新民帮侬忙”反映，最近，他出门发

现，小区南门外的秀浦路上，几十棵行道树

突然被挪走。目前，秀浦路（周东路—康沈

路）上的行道树已所剩无几。“没有任何公

示，也见不到施工铭牌。大量行道树几天之

内消失，小区里一片哗然。是什么原因呢？”

程先生表示，小区门口这段秀浦路（周

东路—康沈路）长约600米，在他记忆中，马

路两侧的香樟树已经栽种了将近20年，在

未挪走前，一棵棵大树枝繁叶茂，酷暑天遮

阴效果绝佳。“现在一下子变得光秃秃的，

街景特别难看。”他说，工人不仅挪走了人

行道上的大树，还把机非隔离栏内的绿化

带一并拆除。春暖花开之时，马路两侧却

“绿意”全失。

记者向属地相关部门了解情况，工作

人员回应称，西起林海公路、东至S3公路的

该路段现正在改建，红线宽度45米，道路全

长约5.65公里，为秀浦路(林海公路—S3)改

建工程。据悉，上述道路改建工程将搬迁

乔木8772株，灌木4623株，主要品种有香

樟、无患子、广玉兰、法桐、乌桕等。搬迁的

苗木将种植到川沙补林地、老港补林地、

锦绣东路、森兰绿地和西郭家苗圃，

请市民们放心。

对此，程先生也提出

建议，相关建设改造项目在开

工前对附近社区应做好告知，

并设置相关施工铭牌，以

减少不必要的误会。

本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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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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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办法》）
正式施行，首次设定了“三限”的核
心条款，即预收资金限额、限期、限
次标准。最严“新规”落地后，执行
情况如何？连续两天，记者走访调
查了沪上30多家健身机构，发现
大多数均能遵守规定，但仍有个别
存在超限卖课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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