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预付费不是‘唐僧肉’， 必须锁进

‘保险箱’。” 长宁公证处主任李逊敏向

记者介绍， 长宁公证处将公证提存机制

引入预付式消费： 消费者支付的预付款

并非直接进入商家账户， 而是存入公证

处监管的专用账户， 按课程或服务进度

分批划拨给商家。 她解释， “这样一

来， 即便商家倒闭， 剩余资金也能退还

消费者。”

作为上海市首个探索预付费公证提

存的机构， 长宁公证处已在健身行业落

地资金监管平台。 这两天， 李逊敏正忙

着教培行业资金监管平台的上线。 李逊

敏告诉记者， 去年预付费公证提存这一

模式上线后迅速获得市场响应。 “消费

者看到资金有保障了， 就有了消费信

心。” 李逊敏还说起了一件趣事。 近期，

消费者李先生专程从杨浦跑到长宁公证

处来咨询预付费公证提存。 原来， 李先

生看中了位于杨浦区的某编程教培机构

的课程， 但又担心机构跑路， 机构便向

其宣传， 公司马上要加入预付费公证提

存平台， 资金由公证处监管， 不可能跑

路。 为此， 李先生专程到长宁公证处来

核实， 得知确有其事。 他开心地说， 等

平台上线了， 请通知他， 他立即就去机

构报班。

长宁公证处还与行业主管部门合

作， 制定标准化合同模板。 李逊敏举

例： “例如教培行业， 我们要求合同必

须明确课程有效期、 退费规则、 违约责

任等， 且需与教育部规定的‘三个月

5000 元’ 预收费上限一致。” 目前， 该

模式已覆盖全区十余家教培机构， 并计

划向养老领域拓展。 “养老机构预付费

风险更高， 我们正与民政部门对接， 确

保资金监管与服务质量挂钩。” 值得注

意的是， 公证提存并非“一刀切” 模

式。 李逊敏强调： “不同行业监管规则

差异大， 例如健身行业按次核销， 教培

行业按课时划拨， 养老领域则需结合服

务周期。 我们为每个场景定制方案， 既

要保障资金安全， 也要兼顾商家经营灵

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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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付式消费强监管时代来临

司法出击破解经营者“卷款跑路”顽疾

“预付式消费的本质是信用消费，

但当前信用体系几乎‘裸奔’。” 全国人

大代表陈达在今年全国两会提交的《关

于建立预付式消费数智监管服务模式的

建议》 中直言， 预付式消费已渗透至教

培、 健身、 美容等数十个领域， 但“投

诉率高、 跑路事件多” 成为顽疾。 中国

消费者协会发布的 2024 年八大消费投

诉热点显示： 预付式消费纠纷多发， 消

费者面临多重风险， 其中资金安全风险

最为突出。

消费者张女士的遭遇极具代表性。

2023 年， 她在一家健身房充值 5000 元

办理年卡， 仅三个月后商家便关门失

联。 “退款电话永远占线， 连门店招牌

都拆了。” 张女士无奈道。 类似案例在

松江区人民检察院的公益诉讼调查中得

到印证： 2022 年 1 月至 2024 年 8 月，

该区体育健身行业预付卡投诉达 438

条， 其中超 80%涉及资金安全。

陈达分析， 消费者常被“收款不

退” “限制转卡” 等霸王条款捆绑，

而商家一旦出现经营风险， 消费者往

往面临维权成本高、 举证难等困境。

“这背后是信用体系不健全、 监管手段

落后、 部门协作不畅等多重问题。” 她

强调。

最高人民法院此次发布的 《解释》

正试图扭转这一局面。 《解释》 第九条

明确， “收款不退” “丢卡不补” 等条

款无效； 第十五条则规定， 经营者需对

“卷款跑路” 等行为承担赔偿责任， 且

不得将员工提成转嫁给消费者。 在陈达

看来， 这是“从司法层面为消费者权益

保护提供了硬支撑”。

然而， 行业深层次问题仍待解决。

这些商家往往依赖预付费维持现金流，

形成“寅吃卯粮” 的恶性循环。 “许多

健身机构一边用新会员的预付款填补老

会员的退款窟窿， 一边盲目扩张， 一旦

资金链断裂， 立刻卷款跑路。” 松江检

察院检察官付俊直言。

2024 年 9 月， 松江检察院在排查

中发现， 辖区内体育健身机构存在资金

监管的漏洞， 通过走访调查， 以及运用

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进行碰撞比对， 进

一步发现全区多数体育健身场所经营者

均未按规定将预付卡信息对接至上海市

单用途卡协同监管服务平台， 导致消费

者资金脱离监管， 而这样的情况几乎是

全市健身行业的通病。

“法律明文规定预付卡发行需纳入

监管， 但许多商家长期‘游离’ 在外。”

付俊表示。 松江检察院随即启动公益诉

讼程序， 向相关行业主管部门发出检察

建议书， 督促全面排查并整改。

整改过程并非一帆风顺。 不少健

身机构起初以“系统对接复杂” 为由

拖延， 但行业主管部门对企业进行约

谈， 督促企业进行信息对接； 针对经

督促后仍未按照规定开展信息对接工

作的企业信息， 移送至区文旅局执法

大队依法处置， 同时联合区文旅局执

法大队组织开展健身机构预付卡管理

专项执法检查， 重点检查信息对接、

合同履行情况。

2025 年 3 月 6 日， 付俊和同事们

又来到了某健身机构进行“回头看”。

经向该公司负责人现场了解， 行业主管

部门在接到 《检察建议书》 后， 已对其

公司负责人进行了约谈并督促该公司尽

快将健身预付卡发卡业务处理系统与本

市单用途卡协同监管服务平台进行信息

对接。 2025 年 2 月 12 日， 该公司与银

行签订了“单用途预付消费卡预收资金

专用账户管理协议”， 开通了资金存管

专项账户。 现该公司正委托审计机构对

其公司上一年度财务报告进行审计， 在

完成审计后， 该公司即可完成单用途卡

信息对接工作。

面对预付式消费“跨区域、 连锁

化” 的特点， 陈达建议利用区块链技术

建立全国性数智监管平台。 “预付卡问

题不是一地之困， 必须全国一盘棋。”

她提出， 由政府、 金融机构、 平台企业

等组成区块链节点， 动态监控资金流

向， 确保数据不可篡改。

陈达建议应用大数据、 区块链、 人

工智能等新技术， 开发建设预付式消费

联盟链及其配套平台系统， 构建覆盖全

国的分布式网络， 并利用智能合约、 分

布式数字身份、 隐私计算等技术， 有效

提升预付式消费监管服务效能。

“上海已经提出运用区块链技术，

开发建设运行预付式消费联盟链及其配

套数智平台系统。” 陈达说， 可以选择

上海等省市作为预付式消费数智监管服

务模式试点区域， 给予政策支持和评估

指导， 及时总结经验， 实现“一地创

新， 全国复用”。

区块链技术的另一优势在于打破

数据孤岛。 陈达解释： “过去体育局、

教育局、 市场监管局各自为政， 现在

通过联盟链， 所有部门可实时共享商

家经营数据， 发现风险立即联动处

置。”

行业乱象 信用缺失催生“跑路潮”

司法破局 公益诉讼“倒逼”商家合规

资金“保险箱” 公证提存破解信任危机

区块链上链 全国监管“一张网”雏形初现

□ 首席记者 陈颖婷

最高人民法院 3 月 14 日发布 《关于审理预付式消费民事

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以下简称《解释》）， 剑指预

付式消费领域长期存在的“霸王条款”、 资金安全及服务履约

乱象。 新规明确“收款不退” “限制转卡” 等条款无效， 要求

经营者对“卷款跑路” 承担赔偿责任。 这一司法解释的出台，

标志着预付式消费从“野蛮生长” 迈入法治化监管的新阶段。

数据显示， 预付式消费年度交易额已突破 10 万亿元， 接

近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 25%。 但伴随市场规模膨胀， 消费

者投诉量持续攀升， “商家跑路” “退款无门” 等问题愈演愈

烈。 如何破解这一难题？ 记者深入调查发现， 从司法监督到公

证提存， 多方力量正形成合力， 为预付式消费构建全链条“防

护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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