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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為一種互惠雙贏、刺激消費的新型消費模式，預付式消費在我國的蓬勃

發展有其現實基礎和意義。預付式消費對於經營者來說是一種信用經營，消費

者基於經營者優惠消費條件等承諾而交付預付資金。然而，這類預付式資金大

多游離于金融等監管體系之外，極大可能造成金融風險，給消費者的預付資金

帶來安全隱患。2015年 11月 2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執法檢查

組關於檢查<中華人民共和國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實施情況的報告》（以下簡稱

《報告》）指出，預付式消費領域問題突出，大量髮卡行為未納入監管，不法

商家服務縮水，非法集資，甚至關門跑路，引發群體性事件。《報告》認為國

務院應出臺適用於全部市場主體髮卡行為的行政法規，督促有關部門加強對預

付卡消費的管理。從近期北京、上海、江蘇、廣東、廣西等多省市工商和市場

監管部門以及部分地方消協組織公佈的投訴受理資料來看，預付卡消費投訴狀

況呈上升趨勢，預付式消費監管存在困難，解決率相對較低，成為當前消費熱

點與維權難點。本次調查體驗結果表明，預付式消費的各個環節中存在的問

題，在不同城市、不同行業、不同卡型等方面均普遍存在，一些商家通過無證

或超範圍經營、誘導高額存費、制定霸王條款、違反合同約定、變相強制服務

等方式，侵害了消費者合法權益。為了營造良好的信用消費環境，引導消費者

合理選擇預付式消費，促進預付式消費模式的健康發展，中國消費者協會提出

如下建議： 

 

（一）政府層面：完善法律制度，加大懲戒力度 

  儘管國家已制定了全國性的針對單用途預付卡的相關管理辦法，部分地區

也出臺了地方性規範政策，但在調查體驗中，消費者多次遇到商家違規經營、

不簽合同、不提供糾紛解決辦法的情況，使得消費者遭遇糾紛矛盾時無憑無

據，無法維權。究其根本，還是由於相關法律法規尚待完善、監管力度薄弱，

難以滿足目前問題眾多、糾紛繁雜的預付式消費實踐的制度需求，也難以從根

本上治理預付式消費問題。因此，從政府層面來看，要破解預付式消費監管難

題，可從完善立法、依法監管、嚴懲違法、創新監管方式等入手。 

  第一，繼續完善法律法規，使消費者有法可依。2012年出臺的《單用途商

業預付卡管理辦法（試行）》（以下簡稱《辦法》）正式將單用途預付卡納入



法律監管範圍，並對預付卡發行企業備案、預付卡發行與服務、預付資金管

理、監督管理和法律責任都有明確的規定，但其內容仍然存在缺陷，如未明確

髮卡企業的責任和義務、違約責任、消費者救濟途徑、明示場所租賃期限等。

髮卡企業若出現調查中的卷款跑路情況，消費者無法從《辦法》中尋找到解決

方法，維護自身權益。因此，相關部門應加快修訂和完善相關預付卡及預付式

消費的法律規定，積極推行合同示範文本，提高合同規範性和普及性，防止發

生體驗中暴露出來的不簽合同、合同內容存在不平等格式條款等損害消費者利

益的事件。 

  第二，明確監管細則，加大監管力度。如《辦法》中第二章備案部分，雖

明確規定髮卡企業需在商務部門備案，但是落實相關備案細則需要商務、工商

等做好銜接配合，做到應備盡備，並向社會公示，確保消費者可以查詢獲知。

又如《辦法》第五章儘管明確規定中央及地方商務部應設立緊急預案、對髮卡

企業進行不定期檢查等，但這些條款均未具體到細節層面，使監管無法落到實

處。因此，應當細化監管辦法，明確監管部門和監管職責，加大監管力度，避

免推諉扯皮，強化對髮卡企業進行規範管理。 

  第三，增大違法成本，嚴懲失信商家。從《辦法》中第六章法律責任部分

可以看到，對違反相關法律的企業僅處以最多不超過三萬元罰款，而在調查體

驗中，我們可以看到不少商家推行的預付卡金額高達萬元以上，處罰力度只相

當於幾張預付卡費用，對經營者無法形成威懾力。因此，商務、工商和市場監

管、公安等部門應加大監管力度，一方面讓消費者及時止損，另一方面要嚴懲

並曝光失信商家，增加商家違法成本，使“失信者”得不償失。消費者投訴預

付卡商家一經查證屬實，情節嚴重的應當納入信用黑名單，並向社會公示。 

  第四，引入協力廠商支付方式或行業保證金制度等資金監管方式，為消費

者預付式消費提供信用保障。預付式消費具有信用性、資訊不對稱性等特點。

儘管消費者與經營者均是在自由意願下簽訂合約，具有形式公平，可一旦消費

者交付預付資金後，消費者已經喪失了根據經營者履約情況進行救濟的機會。

然而，利用協力廠商支付方式或行業保證金制度等資金監管方式，能有效提升

預付式消費的信用性，促進經營者誠實守信、依法經營。例如，在調查體驗

中，許多商家並未明示相關經營證件，消費者即使當場詢問要求查看，對方也

可能藉故說沒有掛出或不在店裡。 

 

（二）行業層面：加強行業自律，提升從業人員素質 

  服務業作為當代中國經濟轉型的主力軍之一，其帶來的經濟效益、就業機

會都功不可沒。然而，由於我國服務業發展起步晚，發展速度快，相關政策尚



待完善，整個行業仍存在不少問題，如在調查體驗中，部分商家或擅自變更優

惠條款，或直接拒絕兌現承諾，不僅降低了消費者對預付式消費和商家的信

任，而且危害到整個行業的信譽，延緩了行業發展速度。因此，從行業層面來

看，可從管理機制、行業自律、從業人員素質等方面進行提升。 

  第一，完善預付式消費管理機制，制定合法合規的預付式消費管理辦法。

一份完整、規範的合約是解決糾紛的重要憑證和依據，企業當首先從完善機

制、規範合約做起。本次調查體驗發現眾多商家不簽訂合約，美容美髮、洗

衣、洗車行業問題尤為突出，簽訂合同的商家合同內容參差不齊。因此，各行

各業需首先完善合同內容，嚴格按照法律法規要求制定內容全面的合同。對於

未要求簽訂合同的消費者也要積極主動簽訂合同，為其權益提供保障。 

  第二，加強行業自律，維護市場秩序。很多商家為誘導預付資金，吸引消

費者，搬出各種浮誇、虛華的優惠說辭，而事後出爾反爾，優惠承諾無法兌

現，變相地使消費者利益受損。為防止這類現象發生，除政府加強監管力度

外，更需要的是行業自律，引導企業樹立責任意識，堅持誠信、規範、合法經

營，不做虛假和誇大宣傳廣告。 

  第三，提升從業人員素質，端正服務態度。在預付式消費調查中，我們看

到某些商家在辦卡前時積極主動，熱情地介紹預付卡優惠詳情；而當體驗員在

辦卡中詢問簽合同、是否提供發票時，服務人員的解釋就有些強詞奪理。因

此，我們建議商家擇優挑選從業人員，通過加大培訓力度，端正服務態度，提

升從業人員素質。 

 

（三）消費者層面：樹立主動維權意識，提高維權能力 

  消費者作為預付式消費行為的主體之一，應對自己的消費行為保持理性。

在放線調查中，我們發現部分消費者易被各類優惠宣傳所誘惑，過於信任商

家，且缺乏合同、契約意識，疏於獲取和留存證據，從而導致在糾紛發生時維

權無力。因此，要避免預付式消費的潛在風險，全社會都應當加強對消費者的

風險警示教育，增強消費者的主動維權意識。消費者可從企業信用、合同內

容、投入風險、資訊備份和積極維權等方面主動防範此類問題。為此，我們建

議：首先，辦理各類預付卡時，消費者應瞭解清楚經營者的市場信譽和經營狀

況，儘量選擇規模較大、證照齊全、市場信譽好、經營狀態佳的企業，千萬不

可因某商家優惠幅度較大而忽視了潛在的風險；第二，消費者在簽訂合同前，

應認真閱讀有關會員細則、服務合同等格式文本，詳細瞭解自己的權利和義

務，特別要注意其中的限制性規定，不要被經營者的各種優惠條件所迷惑；第

三，消費者要儘量避免一次投入過高，承擔過大風險；第四，在消費過程中，



消費者應注意保留章程、協議、發票等相關證據，發生問題及時向當地消費者

協會投訴，或向有關行政主管部門申訴；第五，消費者應對一些金額大的消費

卡做好備份，即每次消費完畢後讓商家簽字確認，以防卡內餘額缺失；第六，

消費者在消費卡使用過程中，一旦發現商家存在非法吸儲、攜款潛逃等惡意侵

權跡象的，應及時向公安機關報案，積極維護自身消費者的權益，也幫助其他

消費者減少損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