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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付式消费维权路径探析

◆刘小苗

(河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 河南 郑州４５００００)

【摘要】近年来,预付式消费矛盾纠纷时有发生,消费者合法权益得不到保护.在美容美发、游泳健身、教育培训等与

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领域,均出现过退款难、不良商家转移资产“卷款跑路”等现象,已成为当下消费者维权的痛点、难

点和堵点.笔者认为,消费者维权路径虽然广泛,但每种维权路径都不畅通.因此,可以从完善预付式消费法律法规,

加大预付式消费监督的力度,发挥行业协会的能动作用,适用简易程序、实行举证责任倒置这四个方面优化预付式消

费维权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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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预付式消费的概念和特征

(一)预付式消费的概念

经营者(商家)为了建立稳定的消费客户群，获得稳定的

市场份额，也为了达到快速回笼资金等目的，往往给出巨大

的让利诱导消费者进行预付消费。 有学者将预付式消费解

释为，消费者向商品或者服务的提供者或第三方支付机构预

先支付一定的资金，在商品或者服务的供给方处获取一定凭

证，凭该凭证享受按次或者按期的商品或服务，商品或者服

务的供给方或第三方支付机构，则从消费者预先支付的资金

中扣除相应金额的一种新型交易模式。 笔者认为，预付式

消费是消费者与经营者(商家)签订的消费服务合同，是消费

者提前履行付款义务，而商家分期、分段后履行合同义务的

非即时履行性合同。

(二)预付式消费的特征

１．预付式消费的预付性

消费者预先支付所有款项履行合同义务，而在之后一段

时间取得商品或服务的先予行为，打破了传统民商事活动中

“货债两清”的交易模式。 消费者自愿先履行义务后享受

权利，这无疑在一定程度上让渡了自己的部分权利，作为让

渡权利的对价，因此取得了经营者给予的一定程度的优惠。

消费者为了享受某种所谓的优惠或取得某种会员资格，接受

预付式消费这一方式。

２．预付式消费的风险单向性

在预付式消费中，由于商品和服务的提供者在消费者履

行支付义务后的很长时间内，分段履行义务、提供商品或者

服务，消费者接受商品和服务的滞后性，无疑加重了消费者

权利落空的风险。 同时，在商家信用缺失、诱导消费、欺

骗性消费、夸大产品功效和产品质量的情况下，消费者的权

利落空风险会进一步提升。

３．预付式消费的信息延迟性

在预付式消费合同中，双方主体获取的信息是不对等

的，消费者的知情权往往得不到保护。 可以说这种获取信

息能力的不平等性，贯穿预付式消费的整个过程。 在预付

式消费前，经营者往往进行诱导性、虚假性宣传，或者夸大

产品功效和服务质量，消费者对产品或服务的了解渠道主要

通过经营者的描述和宣传，没有权威的辨别标准。 同时，

预付性合同履行中，消费者对经营者(商家)资金的使用情况

不了解，对经营者(商家)的经营状况、债权债务等情况不知

悉，甚至有部分经营者把短期回笼的资金挪作他用，投资其

他不相关领域，加速了经营者倒闭关店风险，在消费者察觉

风险时往往已经徒劳。

４．涉及消费者人数多、影响广

预付式消费可能发生在与消费者生活息息相关的衣食住

行各个方面，比如，教育培训、美容美发、游泳健身、餐饮

美食、出行等领域，所以涉及消费者人数众多、影响范围极

其广泛。 在经营者(商家)经营不善卷款跑路或者偷偷闭店

关门的情况下，广大消费者蒙受巨大的财产损失。 经营者

(商家)的不良行为打破了安全放心的市场消费环境，打击了

广大消费者消费的热情，不利于市场经济的发展。

二、预付式消费的维权路径

(一)与经营者(商家)进行协商和解

当出现经营者(商家)经营不善偷偷闭店或者卷款跑路的

情况，消费者第一时间要与经销商取得联系，协商预付式消

费合同的退款问题。 秉持诚信原则在互谅互让平等协商的

基础上，通过直接对话的方式摆事实、讲道理，分清责任，

达成和解协议，促成纠纷有效地解决。 可以说，协商和解

是一种低成本、快速、便捷的争议解决方式。 现实困境是

消费者要么找不到债务人，要么被要求与新的经营者“续

卡”，成为新的“会员”，继续这种预付式消费，退款几乎

很难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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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请求消费者协会进行调解

当消费者与经营者发生预付式消费争议后，可以请求消

费者权益保护组织进行调解，通过投诉的方式要求消费者保

护组织保护其合法权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消费

者争议可以通过消费者协会调解解决。

(三)向有关行政主管部门投诉

消费者投诉一般向经营者的行政主管部门提出，投诉应

该说明争议双方的姓名(名称)、住址、联系电话和邮编等基

本信息，说明投诉的理由并提供相关证据。

(四)通过仲裁或者参与集体诉讼维权

矛盾双方签订有效的仲裁协议是申请仲裁的前提，如若

不符合条件，则只能通过诉讼方式维权。

三、预付式消费维权困境的原因分析

(一)法律法规不健全

《民法典》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没有定义什么是

预付式消费，更没有规定预付式消费中出现经营者“跑路”

的相关救济途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下简称“消

法”)第５３条规定，预付式消费者权利的实现依赖于经营者

(商人)如约诚信履行义务，不履行义务自觉退回预付款。

可现实是预付式消费前经营者煞费苦心编造各种虚假让利，

合同履行中有义务告知而不告知产品或服务的真实情况，故

意编造虚假信息以次充好高额牟利，消费者难辨真实信息不

觉陷入消费陷阱。 更有甚者，明知经营情况恶化仍然大肆

“圈钱”准备“跑路”。 消法关于经营者“跑路”的惩戒和

对消费者权利的救济存在空白。 ２０１６年发布的《单用途商

业预付卡管理办法》对预付卡消费维权进行了有益探索，具

有积极的实践作用，但该办法适用的监督管理主体和监督管

理范围较狭隘。 监督管理主体仅限于民事主体中的“法

人”，不包括各种各样的“非法人组织”。 监督管理范围很

窄，没有扩展到与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美容美发、美甲美

睫、司乘出行、美食健身等领域。 预付消费的内容也不完

善，对预付卡的发行、预收、承兑和退款都缺乏相应规定。

(二)行政监督不到位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负责处理消费投诉，目前，市场监督

管理部门对预付式消费缺乏事前的监督管理，没有设定预付

式消费经营主体的准入门槛，大街小巷企业、个体工商户等

一般经营者都在发行预付卡，发行体量大且监督管理任务

重。 付费卡合同履行中，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对经营者诚信

义务、信息披露义务履行情况也缺少有效监督。 监督管理

部门主要通过事后处理受理消费者的申诉和举报来维护消费

者的合法权益，行政监督具有被动性和滞后性的特点。

(三)维权路径不通畅

和解具有便捷高效的特点，但是绝大多数经营者存在严

重的信用危机，在停业、闭店前不公告通知，同时，还会伪

装经营状态良好继续吸收预付式资金。 而大多数消费者仅

认准门店地址，对经营主体及其性质不了解，消费前也不签

订合同，消费台账不明无法主张权利。 当门店改头换面、

更换地址拒绝退款，现任经营者拒绝履行先合同内容时，可

以说是和解无望，维权困难重重。 而消费者协会的调解和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的调解，因不具有法律上的强制执行力，

一方不履行达成的调解协议，也无法强制其履行。 诉讼维

权存在审判周期长，举证难、执行难的问题，而且需要先行

垫付诉讼费、律师费，对消费者来说维权成本高昂。

四、优化预付式消费维权路径

(一)完善预付式消费法律法规

(１)在《民法典》债权编中，专节增设预付式合同的相

关内容，明确预付式消费的概念、种类、预付式合同的法律

地位，明确市场经营主体、消费者和第三方交易平台的权

利、义务和责任，制定预付式合同的权利救济方式。《消费

者权益保护法》中增设预付式消费合同订立前、履行合同中

经营者的诚信义务、信息披露义务，增设合同终止后经营者

对消费者信息和隐私的保密义务，以及违反法定义务的惩罚

机制，加大对经营者“跑路”的惩戒，明确消费者退回权实

现的路径。 制定美食餐饮、教育、美容美发、游泳健身、汽

车美容等行业预付式合同格式文本，从发卡、预收、承兑和

退款各个环节规制经营者和消费者的权利、义务，做到有法

可依。

(２)制定《预付式消费监督管理条例》。 近年来，北

京、上海、江苏等地陆续出台了预付式消费地方性的规章、

条例，内容涉及预付式消费合同范本、预付式消费冷静期，

但缺乏统一的标准和依据。 而且各地的规章、条例内容零

散且位阶较低，因此，特别需要国务院出面制定一个全国范

围内针对预付式消费的专项立法。《预付式消费监督管理条

例》应适应市场发展需要，把２０１６年发布的《单用途商业

预付卡管理办法》的监督主体从单一的大型“企业法人”扩

展至“非法人组织”，确立个体工商户的发卡资格。 把《单

用途商业预付卡管理办法》的监督的范围扩展到与我们生活

息息相关的美容美发、司乘出行、美食健身教育等领域。

从商家的市场准入、交易主体间权利义务、第三方独立托管

制度、违约责任及消费者救济途径等方面全面加强立法。

(二)加大预付式消费监督的力度

１．设立专门的行政机构加大预付式消费监督的力度

针对目前市场经营主体预付卡发行量大、监督责任重的

难题，可下设专门机构加大预付式消费监督力度，对预付卡

进行发行审查，审查登记预付卡发行主体的姓名、商号、营

业机构和场所、发行预付卡种类、财务状况、销卡数量等事

项，定期巡查预付式合同的履行情况，赋予专门机构检查权

和行政处罚权，对违反审核规定、虚报财务报告等违法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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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行政处罚。 设立专门机构可以明确监督职责，避免行

政监督上谁都能管，谁也不管，互相推诿的尴尬局面。 设

立专门的预付式消费管理机构，也可以解决我国当前行政监

督力量薄弱的问题。

２．引入第三方平台对经营者履约进行监督

探索数字化经营模式，引导经营者把自己的商品或服务

以预付式方式展现在第三方消费平台上，类似于经营者在第

三方消费平台上开设门店，消费者在第三方平台上选购商品

或服务，预付充值资金进入第三方平台账户暂存，消费者按

次或者按一定金额(根据平台电子版预付式合同文本)在经营

者处进行消费后，在该第三方平台上进行确认，第三方平台

按次或者按一定金额扣除，并划拨支付给经营者。 探索这

种充值、消费、资金划拨和退款全流程的“数字化”和“透

明化”。 通过引入第三方平台建立消费信息披露，使消费者

消费更透明、资金更安全。 当门店闭店或者跑路时，消费

者可以根据电子服务合同内容，直接从第三方消费平台退回

剩余预付费用。 引入第三方消费服务平台，可以倒逼经营

者努力提高服务质量，按预付式合同预期取得全部预付费，

同时，也可有效监督经营者的经营活动，防止圈钱或者资金

挪作他用，规范其经营活动。

(三)发挥行业协会的能动作用

１．牵头制定预付式合同文本

消费者协会组织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可以会同法

学专家、经营者、消费者在美食餐饮、教育培训、美容美

发、游泳健身、汽车美容等重点行业和重点领域，制定预付

式合同格式文本并对格式文本进行广泛宣传，引导消费者和

经营者订立书面合同文本，增强消费者的维权意识。

２．支持集体诉讼为消费者撑腰

众多消费者均以个人名义起诉，一则消耗时间和精力，

苦不堪言。 二则浪费司法资源。 若能发挥消费者协会的能

动作用，赋予消费者协会出庭支持消费者集体诉讼的权利，

出台支持消费者集体诉讼的工作导则和流程图，起草法律文

书模板，帮助消费者维权。 如此一来，可以很好地解决诉

讼难的问题。

(四)适用简易程序，实行举证责任倒置

经消费者协会和行政主管部门调解后达成的调解协议，

因不具有强制执行力，在经营者不履行调解协议内容时，消

费者只能向法院提起诉讼维权，但一审普通程序审理期限

长，适用简易程序可以大大缩短诉讼时间，提高消费者的维

权信心。

预付式合同纠纷属于民事诉讼受案范围，民事诉讼实行

“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责任，在消费者起诉经营者跑路不

履行合同义务情况下，消费者(原告)承担举证不能败诉的风

险。 预付式消费中严重的信息不对等，会导致消费者在举

证中处于劣势地位，实践中经营者对合同文本的至若惘然，

更是加剧了消费者的举证困难。 实行举证责任倒置由经营

者举证证明其义务的履行情况，有利于节约诉讼成本，实现

预付式合同主体权利、义务的对等，实现公平正义，最大限

度地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综上，笔者认为预付式消费维权路径不畅通的原因在于

法律法规不健全、行政监督不到位、维权路径不通畅。 可

以从完善预付式消费法律法规，加强预付式消费监督，发挥

行业协会的能动作用，适用简易程序、实行举证责任倒置这

四个方面优化预付式消费维权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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