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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找家政像打车一样方便可靠！ ”
政协专题会议为“民生建设”汇集金点子

“家政服务的刚性需求确实存在，

因此迫切需要一个家政服务大市场平

台， 让找家政像打车一样方便。”

“由低价老年旅游团引发的纠纷不

断， 为满足老年旅游者的多元化需求， 需

要我们提升老年文旅服务的精细化、 适老

化水平。”

昨天， 上海市政协十四届三次会议专

题会议召开， 在“加强普惠性、 基础性、

兜底性民生建设， 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

感、 幸福感” 专场上， 政协委员们一个个

接过话筒“接力棒”， 为百姓民生福祉建

言献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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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季张颖 胡蝶飞

  预付资金监管一直是热点难点问

题。 近日， 上海在全国率先出台健身行

业预付式消费的监管细则， 明确限制上

海健身行业的预付消费金额和可兑付的

服务期限、 次数， 同时探索使用“公证

提存” 方式。

如何在保障消费者资金安全的同

时， 兼顾商家资金灵活性和运营效率，

平衡好消费者和商家的利益？ 今年上海

两会上， 九三学社上海市委递交提案，

建议推广“公证提存”预付费监管模式，

并纳入立法，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现行监管模式实践存困境

商家积极性不高

现行《上海市单用途预付消费卡管

理规定》 （以下简称 《管理规定》）

《上海市单用途预付消费卡管理实施办

法》 明确， 对预付费经营采取“银行专

管账户 + 协同监管服务平台” 的模式

监管。

“这种模式在实践中存在一些问

题。” 市政协常委、 九三学社上海市委

秘书长张磊告诉记者， “商家需要向

平台上传前一日兑付信息， 增加了工

作量， 信息真实性也很难确认。 同时，

按季度结算的方式， 也导致服务后不

能及时回笼资金， 因此商家积极性并

不高。”

此外， 对于消费者来说， 专管账户

中的资金所有权仍属商家， 一旦商家跑

路或破产， 消费者并不能第一时间优先

取回预付资金。

试点探索“公证提存”

已保障安全交易807笔

记者注意到， 近日出台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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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提出， 探索使用

“公证提款” 的方式。

“我们调研了解到， 上海已经有

‘公证提存’ 模式的预付资金公证监管

平台在长宁试点落地。” 张磊说， 这一

模式将商家收取的预付费用和经营费用

分割开， 采用预付费在线公证提存、 消

费争议在线调解仲裁、 退费在线划款执

行的方式。 “如果商家跑路了， 公证机

构可以根据约定直接划款， 优先返还给

消费者。”

调研数据显示， 截至 2024 年底，

上海已有健身、 教培等领域的 11 家商

户接入平台， 在线签订预付合同 300 余

份， 监管预付资金超过 30 万元， 保障

预付场景安全交易 807 笔， 另有 9 家商

户已与长宁公证处签订意向合作协议，

正待接入平台。

“虽然目前正在探索试点， 但是因

为法律支撑不足， 公证机构、 金融机

构、 平台企业和经营者等都不敢全力投

入。 ‘公证提存’ 模式有待进一步推

广， 也亟需通过法规和机制固化。” 张

磊说。

推广扩大应用范围

将“公证提存”纳入地方立法

如何在保障消费者资金安全的同

时， 兼顾商家资金灵活性和运营效率，

平衡好消费者和商家的利益？

九三学社上海市委在提案中建议，

加快在全市体育、 教培、 养老、 美容美

发等各主要领域开展“公证提存” 试点

工作， 为全面推广该模式积累不同行业

的经验， 并开展压力测试。 同时鼓励和

指导相关行业协会、 经营者等在行业自

律公约、预付费章程、合同示范文本中，

纳入应用“公证提存”模式的相关内容，

提高“公证提存”的知晓度和接受度。

“我们建议适时修订《管理规定》，

将‘公证提存’模式纳入地方法规。”张磊

表示，要从制度层面完善这一监管模式，

“要调动起商家的积极性。 比如，建立信

用评价机制， 对评级较高的商户给予更

短更灵活的资金划转周期和方式。 ”

两会 关 注
为消费者预付费上好“安全锁”
九三学社上海市委：建议推广“公证提存”监管模式并纳入立法

□ 记者 胡蝶飞 季张颖

让家政服务可点单、可评价

“我在妇联工作， 时常会被人问，

能不能帮忙找一个熟悉的家政， 但因为

我们妇联并不掌握家政行业的具体信

息， 所以在被身边人问及时往往觉得很

难去精准地匹配推荐合适的家政。” 专

题会议上， 上海市政协委员， 浦东新区

妇联党组书记、 主席潘秀红直切正题，

对家政服务市场问题展开探讨。

“家政服务的刚性需求确实存在，

据统计， 上海的家政市场规模已达 600

亿， 多样化的用工要求是现实问题。”

潘秀红认为， 因此迫切需要一个家政服

务大市场平台， 实现家政服务资源与用

户需求的高效对接， 让找家政像打车一

样方便、 快捷、 可靠。

“从我们调研排摸的情况来看， 目

前， 部分龙头家政企业已经有自己的平

台， 但这些平台相对比较分散， 服务也

不够完善， 政府对家政服务市场的监管

难以实现， 用户对行业的信任度也有待

提升。” 潘秀红说道， 较之于这些龙头

企业， 更多中小家政服务企业因为没有

实力建设自己的平台， 还是传统的中介

模式， 服务效益差、 转型发展难， 市场

生存能力越来越弱。

“尽管国家层面和市级层面也都打

造了相关家政综合服务管理平台， 但我

们调研下来发现， 目前这些平台聚集的

还只是一些基础的管理信息， 还没有实

现用户点单、 评价、 服务人员评级的资

料积累， 也没有赋能家政企业的经营管

理， 所以社会的知晓度比较低。”

与这种现状对应的， 是家政服务庞

大的市场需求。 “特别是年轻的消费者

更倾向于通过网络平台寻找家政。 所以

我建议上海把家政服务列为民生实事，

政府主管、 行业相关部门主导， 大数据

协作、 集成信息， 联合家政龙头企业，

打通数据壁垒， 成就上海乃至全国领先

的家政服务业平台。”

潘秀红认为， 通过集合海量信息，

这一平台可以实现为家政从业人员提供

培训、 考证、 就业、 补贴等一揽子服

务， 吸引家政从业人员登记注册， 也让

消费者可以用得放心、 用得方便。

“临近春节， 相信不少家庭可能又

在发愁春节家政服务用工荒， 我们也希

望通过这项探索， 呼应今年政府工作报

告中讲到的‘更加注重推进服务消费扩

容升级’，让每一个家庭都能享受到更优

质更安全的家政服务。 ”潘秀红表示。

打破低价老年旅游团套路

“我在养老行业工作了 20 年， 今

天想来说说‘银发文旅’。” 接过话筒的

市政协委员、 上海金之福养老服务（集

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徐兵表示，上海作为

深度老龄化的国际大都市， 近年来不断

推进老年文旅产品和服务高质量供给，

更好满足老年人的精神文化需求， 但仍

然存在制约文旅消费提质升级的因素。

“首要的问题就是相关政策体系还

有待完善。” 徐兵表示， 尽管全国层面

出台了一些标准文件， 但尚未形成标准

体系， 老年文旅市场保险制度也不完

善， 门槛设置不合理，“老年文旅纠纷案

件频发， 特别是一些低价旅游团以低于

经营成本的不实价格吸引游客， 很容易

产生旅游纠纷，导致老年人权益受损。”

此外， 徐兵还发现， 当下老年文旅

消费供需关系失衡， 老年文化活动除了

书法班、 绘画班、 合唱班等， 较少有专

门针对老年消费群体推出的文化消费。

“文旅消费适老化建设也不够， 有些景

区的建设较少考虑老年人的实际需求。”

为此， 徐兵建议， 完善政策体系建

设， 优化老年文旅市场发展环境。 “助

推出台长三角异地旅游相关政策和标

准， 可定时发布老年文旅信用名录。 开

发更多老年工坊、 老年大学课程， 做好

对于适老旅游的整合。 并依托数字智能

手段开发适合老年人使用的智能应用程

序和数字技术， 为老年旅游提供预约订

车、 位置查询、 门票预定等服务。”

而就如何在银发经济中创新探索出

一条智慧养老之路， 市政协委员、 上海

润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葛琼也给

出了自己的建议： “利用 AI 技术， 推

动智慧养老从功能型向情感型迈进。 可

以探索多元化的应用场景， 通过在社

区、 养老机构以及居家养老场景的小规

模试点， 持续优化 AI 智慧养老产品的

性能与用户的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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