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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踪预付卡消费纠纷频发背后的三大问题

预付消费纠纷频发
各地出招加以治理

不久前， 广州多家美吉姆早教门
店陷停业风波， 不少消费者在没有得
到通知的情况下发现该机构暂停营

业，无法与负责人员取得联系。 一名消
费者反映， 仅广州美林天地商场的美
吉姆门店，就有近 300 人遭遇退卡难，
一些人的充值金额少则数千元， 多则
一两万元。

预付卡经营模式被广泛应用于运

动健身、美容美发、教育培训等领域 。
2023 年就有一兆韦德、 梵音瑜伽、全
力以赴篮球学院等陷入 “爆雷 ”风波 ，
不少消费者和员工的财产安全受到侵

害。
为防范预付资金被挪用、 经营者

卷款跑路，近年来，各地纷纷推出一些
举措，加强预付消费监管。

山西、 深圳等地在相关地方性法
规中加强预付式消费者权益保护。 比
如，2024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的《深圳经
济特区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有 5 个
条款涉及预付式消费问题； 条例鼓励
运用区块链技术， 通过数字人民币支
付、第三方资金监管、第三方担保 、商
业保险等方式，为预收款存储 、消费 、
使用提供保障。

一些地方通过第三方公共服务平

台加强对资金的存管保障。 比如，浙江
省宁波市 2023 年 3 月正式上线 “放心
充”消费服务平台，预付资金的存入和
支取都设有技术关卡， 消费者实际产
生消费并确认核销后， 平台存管资金
才会划拨给商户。 消费者申请退卡时，
由平台方确认退款金额并经经营者认

可后， 存管银行将退款从经营者专户
原路划转至消费者账户。

一些省份针对当地预付式消费活

动中存在的突出问题， 加强了对这一
领域的监管。 比如， 北京下发通知规
定， 备案经营者接受管理的预收资金
为不低于上一季度末预收资金余额的

40%。 江苏省体育局、市场监管局等联
合下发通知要求， 体育健身企业发行
的不记名预付卡面值不得超过 1000
元 ， 记名预付卡面值不得超过 5000
元。

也有一些地方强化对企业的风险

排查。 《2023 年度上海市单用途预付消
费卡管理工作要点》提出，针对存在预
收资金未足额存管等违规情形的发卡

经营者定期开展风险排查工作。

顽疾仍有待化解 几大问题值得关注

受访专家表示，从近两年曝光的案例来看，预付卡问题
依然多发。 防止资金“打水漂”，还需防范商家 3个问题。

———用破产清算冲销债务。 有受访者表示，有些商家
动机不纯，明知经营不善，依然大量出售预付卡，并通过
破产清算冲销债务。

“如果商家破产倒闭， 消费者的预付款可能无法追
回。 ”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音
江说，如果企业“爆雷”、破产清算，机构需优先清偿破产
费用和债务，补发职工工资、保险和相关税费。 给消费者
退钱时，破产清算资金早已所剩无几。

———缩短有效期，剩余资金“概不退还”。商务部制定
的《单用途商业预付卡管理办法（试行）》规定，记名卡不
得设有效期， 不记名卡有效期不得少于 3 年。 而宁波市
2023 年对全市预付式消费情况进行定量调查时发现，有
15%的门店在销售时明确告知体验人员使用有效期仅为
一年。 中国消费者协会日前发布的《2023 年预付式消费
领域消费者权益保护报告》也指出，很多经营者为其发放
的单用途卡设定了一年或两年的有效期， 且到期后拒绝
为消费者办理延期，违反了相关规定。

宁波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相关负责人说， 商家
缩短预付卡有效期，用“有效期过，概不退款”的伎俩，将
未消费的预付款据为己有。 “有的在前期办卡时只宣传折
扣，没明确预付卡使用条件、范围、期限，消费者要求退卡
时，被经营者以消费者违约为由拒绝。 ”甘肃省消费者协
会副秘书长梁方说。

———预付款“暗度陈仓”躲避备案。北京等地要求，经
营者发行预付卡超过一定数量，应向行业主管部门备案，
以方便对经营者备案和预收资金存管进行一体化管理，
明确备案作为预收资金存管的前置条件， 实现备案即资
金存管。

但近两年，有商家用新的违规招数躲避备案和监管。
梁方说，当地投诉案例中，有店家要求消费者通过两种及
以上支付渠道分笔付款。一笔打到备案账户，另一笔打到
外地私人账户，以“账外收款”的方式逃避监管。 “有的商
家只需在手机上开一个预付端口，绑定手机号、微信号即
可实现预付功能，无法通过报备实现监管。 ”浙江大学国
际联合商学院数字经济与金融创新研究中心联席主任盘

和林说。

多措并举让预付式消费更趋安全合理

����� 《2023 年预付式消费领域消费者权益保护报告》建
议，进一步完善相关立法，通过修改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或
制定专项立法的方式，全面、系统地规范预付式消费，推
动建立预付式消费诉讼中的举证责任倒置制度。

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教授焦海涛说，《单用
途商业预付卡管理办法（试行）》虽然有预付卡备案和银
行资金存管等规定，但制度仍有一些需要完善的地方。比
如，监管范围较窄，一些发卡企业不在监管范围内；资金
存管制度适用对象有限，仅对规模发卡企业、集团发卡企
业和品牌发卡企业提出要求。

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商家未如约提供商品或服
务，应按消费者要求履约或退回预付款。对外经济贸易大
学法学院教授徐海燕说， 该条规定以假定商家诚信为前
提，若商家唯利是图，拒不履行退款义务，消费者的退卡
权仍难以得到保障。

“目前一些部门、地方出台的规章、规范性文件立法
阶位低，而且零碎分散，建议尽快出台全面规制预付式消
费模式的专项立法。 ”徐海燕说。

发卡企业破产时， 如何保障消费者享有预付资金取
回权？ 徐海燕说，立法时可考虑规定在企业破产时，预付
卡内余额不纳入破产范围， 消费者有权在企业破产清算
前足额取回预付资金。

此外，要提高预付式消费模式经营企业的准入门槛。
盘和林说，可充分考虑商家消费纠纷投诉记录、企业及其
法定代表人的诚信记录等，设定法定门槛，支持征信好、
讲诚信的企业采取预付式经营模式。

“对存在违规行为、主观逃避监管、恶意透支预收金、
挪用大额预付款、 降低商品和服务质量、 经常歇业的企
业，要及时暂停其收取预付款的主体资格，除非其提供与
预付款金额相当的保证金并缴入监管部门指定的托管银

行账户。 ”徐海燕说。
及时有效的预警措施， 可以帮助消费者避险止损。

专家建议 ，以市场监管部门为主 ，其他部门协同配合 ，
建立信息共享、快捷高效的协同监管机制，推动联合整
治。

（据新华社电）

�������预付卡里的充值资金缺
乏安全保障， 一直是消费者
投诉的热门问题。 近年来，为
解决预付式消费纠纷频发，
全国各地纷纷出招治理。 这
些举措收效如何？ 还有哪些
问题需要解决？“新华视点”
记者进行了调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