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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季是运动的绝佳季节， 健身房也

日益红火起来。 然而， 近年来， 体育健

身行业的会员退款难、 教练质量良莠不

齐等纠纷矛盾愈发凸显， 而健身企业非

正常停业、 卷款跑路事件更是屡见不

鲜。 2023 年， 上海市“12345” 市民服

务热线接到关于体育健身行业预付费投

诉量创下单年 4 万单的新高。 为此， 市

人大代表建议制定相关行业标准， 从源

头上防范乱象滋生， 全面强化预收资金

监管。 日前， 相关监管部门对该建议进

行了答复。

健身房预付费成投诉重灾区

市人大代表潘敏虹表示， 2019 至

2022 年， 上海市“12345” 市民服务热

线接到关于体育健身行业预付费投诉量

年均 1.7 万单， 2023 年投诉量则是创下

单年 4 万单的新高。 投诉内容集中在

“经营者关店不能兑付或退卡” “能退

卡但手续费高” 等方面， 其中短期卡投

诉少， 长期卡、 超长期卡投诉集中。 广

大消费者采取投诉、 信访、 报案、 诉讼

等措施维权但是普遍收效甚微， 消费者

权益受损。

潘敏虹指出， 体育健身企业大都采

用预付费的经营模式， 伴随着五花八门

的销售套路， 以及长期会籍卡与良莠不

齐的私教服务推出， 逐步扭曲成为业绩

至上的销售行业。 近年来， 行业竞争升

级、 人力和场租成本增加， 在智慧共享

健身房的冲击下， 传统健身企业开始变

得举步维艰。

与此同时， 法律法规建设滞后于行

业发展需要。 尽管上海立法已走在全国

前列， 但制度落地遇到很大阻力。 2019

年， 上海市体育局颁布《上海市体育健

身行业单用途预付消费卡存量预收资金

余额管理实施办法》， 将“兑付定制化

特定服务” 除外， 即私教费不在监管范

围内。 事实上， 私教费是预收资金的重

要组成部分， 理应纳入监管。

此外， 体育健身行业准入门槛低，

企业在市场监督管理局取得营业执照后

即可进行预付卡销售， 无需再申请特定

的经营许可或到负责行业主管的体育部

门备案。 这也造成了行业主管部门对企

业的约束力与所承担的监管责任不对

等， 存在审批部门与行业主管部门信息

不通， 体育部门对企业底数不详以及体

育部门既无执法权也不参与审批， 造成

监管权威不足等问题。

为此， 潘敏虹建议制定行业标准，

从源头上防范乱象滋生。 同时加强信息

透明， 全面强化预收资金监管。

正在制定预付式消费“限

期限次限额”标准

市体育局在答复中表示， 目前， 体

育健身行业大多采用预付费的模式， 约

98%的主营收入为预收资金， 重度依赖

预付式消费的现金流。 传统体育健身企

业普遍高负债、 高成本经营， 重销售轻

服务， 因“寅吃卯粮” 的不良经营模

式， 一旦无法获取足够预收资金， 极易

出现因资金链断裂而非正常停业的情

况。 近年来， 受外部环境影响， 消费者

消费理念趋于谨慎， 特别是今年以来，

超长期年卡、 大课包等产品在行业销售

旺季基本“遇冷”， 部分传统健身企业

营收大幅降低， 难以覆盖经营成本。 但

是， 从发展前景看， 市民的体育健身消

费需求逐年提升， 行业整体未来向好。

2023 年健身私教需求出现周期性增长，

创 2020 年以来新高， 部分售卖“小额、

高频” 短期卡和合理课时的新型健身企

业会员数量增长率超过 10%。

近年来， 根据《上海市单用途预付

消费卡管理规定》 《上海市单用途预付

消费卡管理实施办法》， 体育部门稳妥

推进体育健身行业预付卡的监管工作，

同时努力创新治理举措， 不断引导行业

规范健康发展。 市体育局指导专业机构

连续多年发布《上海市健身休闲业数据

报告》， 跟踪调研行业发展趋势， 为相

关政策的制定提供数据支持。 2023 年，

为推进行业转型升级， 保护消费者合法

权益， 市体育局全力推动在 《上海市体

育发展条例》 中增加体育健身领域预付

式消费治理的法律供给， 新增信息公

示、 书面告知、 预收资金“限期限次限

额”、 推广使用合同示范文本等行业规

定。 目前， 依据法规授权， 市体育局正

在制定符合行业情况的预付式消费“限

期限次限额” 标准和具体风险防范措

施， 引导经营者售卖“小额、 高频” 的

短期卡和合理课时， 降低负债率， 严格

控制成本， 提升服务品质和客户留存

率， 从源头解决消费乱象。

将加强全过程智慧监管

市体育局表示， 将持续对各区体育

市场管理干部以及经营者进行政策宣

贯， 解读单用途卡政策法规、 信息对接

操作实务。 加强消费者理性消费引导与

政策宣传， 发布体育健身卡办理风险提

示， 以典型案例提示市民谨慎办理超长

期卡。 市体育局积极督促企业信息对

接， 2020 年联合执法部门行政约谈，

2021-2022 年开展信息对接专项治理行

动， 指导各区排摸辖区内发卡企业， 并

组织宣传培训， 对重点企业开展约谈。

本市重视投诉处置， 连续多年开展

“12345” 市民服务热线投诉数据分析，

做好私教投诉调解工作。 搭建政企沟通

平台， 定期召开体育健身行业头部企业

联席会议， 督促行业协会加强行业自

律， 引导企业优化经营管理模式， 提升

服务质量， 减少投诉纠纷。 指导区体育

部门定期排摸行业风险， 加强舆情监

测， 上门调查非正常停业企业信息， 视

情况对负责人开展约谈， 依法牵头处理

单用途卡无法兑付而引发的群体性投诉

等重大事件。

下一步， 市体育局将继续做好行业

监管工作。 一是完成《上海市体育健身

行业预付式消费经营活动监管实施办

法》 制定工作， 逐步完善顶层设计， 从

源头转变行业不良经营模式。 二是进一

步推广使用体育健身服务合同示范文

本， 制定体育健身指导服务合同示范文

本， 依托行业协会根据地方性标准开展

健身场馆和教练的星级评定。 三是推动

优化单用途卡协同监管服务平台， 加强

对发卡主体的全流程智慧监管， 逐步实

现风险隐患第一时间识别感知、 预警推

送、 发现处置。

 “认真倾听人民呼声”， 这是曹旦

华自当选为奉贤区人大代表以来， 始终

牢记的职责使命。 一直以来， 她充分发

挥代表作用， 既善于向“下” 扎根， 也

勇于向“上” 生长， 在履职路上， 真正

做到“民有所呼、 我有所应”。

曹旦华的另一个身份是上海林内热

能有限公司财务部长， 戴着眼镜的她，

优雅得体， 十分契合大众对企业女高管

的印象。 然而， 也正是这样的形象， 让

她初入“家站点” 接待选民群众时有点

“遇冷”， 群众总抱着“大企业的大领

导， 我们这种小事， 人家估计也不愿意

听” 的刻板印象， 不好意思向她反映遇

到的各种困难和问题。

转机出现在一次选民接待中。 当

天， 几名群众闲聊间与曹旦华说起了奉

旺路附近绿化带内有种植农作物的现

象。 说者无心， 听者有意， 曹旦华记在

了心里。 趁休息时候， 她特地去现场查

看， 发现该路段确实存在有群众将绿化

用地开垦并种上蔬菜的情况， 不但严重

影响了市容环境， 也引发了蚊虫增多、

气味加重等问题。 情况核实后， 她随即

向镇人大提交了社情民意， 建议对这种

毁绿开垦、 私自种菜的现象进行整治，

恢复道路往日的整洁与美丽。 职能部门

接到转办的社情民意后， 第一时间进行

了清理。 曹旦华及时将处理情况反馈给

当时接待的选民， 并将职能部门的处理

意见和相关毁绿种菜等行为的违规情况

又向选民做了转述。 “她话不多， 但做

事认真， 找她反映问题， 总能处理得很

好。” 久而久之， 群众对这位“女高管”

代表有了新的认识。

作为这一届新当选的代表， 曹旦华

从零开始， 一边认真学习代表履职的相

关知识， 一边身体力行， 用心当好群众

的代言人。

在一次联系选区活动中， 曹旦华了

解到， 奉云东路作为周边村民出行的主

要路段， 同时也是附近园区企业车辆进

入交通主干道的必经路段之一， 来往行

人、 车辆较多， 但该路段无明显交通指

示标识， 存在严重交通安全隐患。 曹旦

华听取情况之后， 立即前往现场实地调

研， 从车流量、 人流量、 不同时间段红

绿灯的切换时间等多个角度进行现场记

录和分析测算， 并向来往行人和周边企

业员工就关于增设交通标识广泛征求意

见建议。 同时， 她向公安部门积极咨

询， 进一步了解实际情况， 在充分的调

查研究之后， 最终形成代表建议。 该建

议一经提出， 就得到区职能部门高度重

视， 根据建议内容以及现场的实际情

况， 及时设置减速带、 震荡线、 警告标

志牌等标识标牌， 进一步规范道路交通

秩序， 有力保障了周边群众及企业职工

的出行安全。

在曹旦华看来， 做人大代表， 既是

人生的新课题， 也是人生的新风口， 她

将始终牢记履职誓言， 不改初衷本心，

把自身的履职放到为人民服务的大局中

去思考、 谋划和实践， 为推动企业发

展、 区域建设和民主法治建设作出更大

贡献。

曹旦华：履职尽责守初心 情系百姓解民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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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健身预付费年投诉高达4万单
代表呼吁从源头上防范乱象滋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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