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经贸专业人士：引入担保机制，
促进买卖公平

湖南工业大学经贸学院财务管理专
业教师欧阳祖友表示，预付款消费最大
的问题是商家开发的预付款项目几乎没
有备案，预收款资金没有存管，游离于监
管之外。一旦商家动起歪念头，以预付
之名，行敛财之实，不仅侵害了消费者的
合法权益，也扰乱了正常的市场秩序，影
响人们对消费的信心。

“规范预付款消费必须从根源上入
手。”欧阳祖友认为，从市场监管的角度
来看，监管部门要制定预付款消费项目
的备案机制，要求企业提供财务报表，了
解商家的经营状况；要求商家遵守预收
款可退原则，并在经营场所公示退款条
件、退款标准。企业如果要申请注销，要
满足预收款资金“该退即退”这一原则。

“我认为，预付款消费可以引入担保
机制。”欧阳祖友提出，如今，电子商务领
域担保交易已经非常成熟，预付款消费
如果也能引入担保机制，不仅能够在一
定程度上解决买卖双方之间的信任问
题，也有利于维护市场秩序。

“但同时也要看到，实行担保交易
后，由于商家无法获得现金流带来的额
外收益，优惠力度也会大打折扣。”欧阳
祖友表示。

律师：完善预付卡、消费卡发售
的登记、申报、备案制度

湖南法健律师事务所杨纲律师表
示：从法律规定层面上讲，预付款消费，
也被称为预收款消费，目前仅在消费者
保护领域有原则性的法律规定。从法律
关系层面上看，无论是购买服务或商品，
消费者与商家之间是平等交易主体之间
的民事关系，双方的交易实际上已经确
立了相应的合同关系。

从合同主体上看，双方合同基本是
由商家单方制定的格式条款，消费者缺
乏议价能力；从合同履行来看，消费款项
已经完成支付，商家已占据绝对主动，在
履行合同过程中，往往以“调价”或“调整
经营政策”为由，单方变更合同条款。从
维权成本来看，预付款消费少则几元，多
则上万，消费者通过司法途径解决，无论
时间成本还是经济成本都很高昂。

杨纲认为，针对当前市场上出现的
预付款消费乱象，国家立法机关要立法
提高采用预付款消费企业的门槛、实行
特定行业预付款强制账户监管立法，建
立并完善预付卡、消费卡发售的登记、申
报、备案制度和预付卡资金第三方存管
制度，建立“黑名单”制度，增加经营者的
违法成本，从源头维护消费市场秩序、规
范经营行为。

与此同时，消费者也应当增强风险
意识，树立证据意识，理性消费。

近日，记者走访了市区内一
些服务类机构，许多机构的服务
项目中，会员价与非会员价可谓
天差地别。例如，位于珠江北路
的一家头疗馆，“姜汁洗头”项目
的非会员价为每次98元，而会员
价仅48元；同样的例子也发生在
神农城附近一家美容机构，普通
的洗吹剪服务，VIP 会员价仅相
当于非会员价的三分之二。

有些服务行业虽然没有明确
区分会员价与非会员价，却采取
充值赠送的形式进行打折优惠。

在全市网娱行业，会员充值赠送
网费已经成为行业潜规则，许多
在网吧充值几千元的会员除了知
晓网吧的经营地址外，连经营者
的联系方式也没有。

“单次消费价格太高了，不充
会员根本划不来。”在神农城某健
身房，消费者刘女士说。

记者通过随机采访市民了解
到，面对商家虚高的单次消费价
格和诱人的会员折扣，“不充值消
费不起，充值又要承担商家失联
的风险”是许多消费者共同的心

声。
办卡、买券、充值满减……各

行各业的商家都在不断拓展预付
式消费的应用场景，个别商业机
构在明知已经出现重大风险且难
以恢复正常经营的情况下，仍然
持续宣传、疯狂发展会员，收取高
额费用，一旦经营不善跑路，损失
只能由消费者来承担。

面对预付款乱象，相关职能
部门该如何保障消费者的合法权
益？消费者自己又该如何来规避
风险呢？

寒假结束，培训学校陆续开
学。可市民唐小姐至今没收到
DASH 机器人培训机构（达奇学
校）的开学通知。近日，她来到达
奇学校，才发现早已人去楼空。

昨日，唐小姐终于联系上了
学校负责人张威，得到的答复却
是：学校经营不善，无力继续维持
教学，已对接好其他机器人培训
机构，学员们可以去指定学校完
成剩余课时。

记者电话联系了张威，据他
介绍，达奇学校注册资金为 100
万元，有 4 位股东，他是企业法
人。截至去年 6 月，公司账户已
经无余额，几位股东共同筹措了
7 万元用于场地租金，受疫情影
响，达奇学校持续亏损，股东们不
愿意继续投入。今年 1 月份，他
自己也无法筹措到资金维持运
转。为了尽量降低家长们的损
失，他已经与株洲市爱创科技培

训学校等几家同行进行协调，将
学员分流。

根据家长们的统计，40 多位
学员的结余课程总价值高达 20
多万元。对于张威的说法，部分
家长不愿意相信，决定走法律程
序维权，而另外一部分家长则倾
向于接受张威的善后安排。“现在
公司账上已经没钱，即便胜诉，能
否拿到钱也是未知数。”一名家长
无奈地表示。

又有商家跑路 卡上的钱咋办？
专家：建议引入担保机制，消费者应理性消费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廖智勇 王晖

▲记者来到优加网咖，发现大门紧锁。记者/廖智勇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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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8日，本报
A07版报道了“普锐
斯 健 身 房 关 门 跑
路”的新闻，在社会
上 引 发 热 议 。 昨
日，记者从12345政
务服务便民热线了
解到，近两年，热线
接到关于商业机构
跑路的投诉陡增。
在接线系统检索发
现，自去年 1 月 1 日
以来，接线系统记
录的相关投诉多达
188 条，根据投诉人
反馈的信息，会员
卡 剩 余 金 额 少 则
200 元，最多的竟高
达4万多元。

网吧关门，会员卡金额还剩好几千
案
例
一

市民龙先生在神农城从事餐
饮工作，去网吧玩电脑游戏是他
的业余爱好，去年年初，他在华
人街优加网咖充值 2000 元，办
理了会员。

“非会员是8元每小时，参加
充 值 活 动 的 话 ，充 2000 元 送
5000元，相当于每小时只要2块
多钱。”龙先生说，之所以选择充
值，一是因为优惠力度确实大，
二是因为每小时8元的非会员价
格太贵了。

今年正月初七，龙先生本想
下班后去优加网咖玩游戏，却发
现网吧没有开门。2 月 17 日下
午，他再次来到优加网咖门口，
发现网吧依旧没有开门，透过玻
璃门看到，店铺里的电脑和游戏
设备几乎全部消失，只剩下桌
椅。

“我会员卡里还剩 5000 多
元，就这么打水漂了。”龙先生推
测，优加网咖经营者十有八九已
经跑路。

2 月 18 日下午，记者前往优
加网咖了解情况，店内情况与龙
先生的描述一致，网吧的大门口
也没有留下停业原因和联系方
式。记者将情况反映到了天元区
市场监督管理局泰山市场监管
所，监管所工作人员随即与优加
网咖经营者取得了联系，经沟
通，对方承认，的确计划终止经
营网吧业务。目前，泰山市场监
管所已经介入协调。

人去楼空，结余课程总价值高达20多万元

记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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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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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VIP诱惑，消费者进退两难

专
家
声
音

刚过完年，打工人的“吃饭焦虑”可
能又要加剧了。继榨菜突破3元，酱油、
奶茶等消费品先后涨价后，不少方便面
品牌也在近期宣布提价。近日，“康师
傅、统一等方便面品牌要涨价了”的消
息火遍全网。

记者走访我市多家商超发现，各商
超对涨价一事反应不一。有的表示尚
未听过涨价传闻；有的则表示已经接到
厂家要求调价的通知。至于零售价什
么时候调整，各超市则表示还要再斟
酌。

方便面也要集体涨价了？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张媛

有超市接到方便面提价通知

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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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虽寒冷，然春已醒。近日，
过年期间被大鱼大肉几经摧残，看
到巧厨匠餐饮店每天在群内发的
清爽春菜，市民姚先生终于按捺不
住，已几番邀约朋友们去尝鲜了。
每次都能遇到不一样的菜，姚先生

说，找到了父母菜园的感觉。
以时令菜为主打，新鲜食材简

单烹饪，巧厨匠以清新风吸引了一
众食客。做足生活文章，这家藏身
御山河苑楼下的小店，在时令菜、送
餐上门和预制菜上闯出了新路子。

原材料涨幅太快？

实际上，方便面企业自去年开始就
面临原料的价格上涨，以及整体销量下
滑的困境。

据了解，方便面生产所需的面粉、棕
榈油、糖等，在 2021 年均有不同程度的
上涨。其中，棕榈油等植物油的价格在
2021年同比上涨65.8%。

根据世界方便面协会的数据显示，
2020年全球消费方便面1166亿份，同比
增长 9.5%，而中国以 463.5 亿份位列首
位，较 2016 年的前期低点 385.2 亿份增
长20.3%。不过随着疫情得到控制，这一
增长态势并没能得到延续，从2021年上
半年开始，国内方便面市场开始降温。

受到大环境影响，株洲的商超也未
能幸免。数据显示，2021 年，全市 12 家
株百超市门店即食面的销售营收约 410
万元，比2020年减少50多万元。栗雨株
百超市店长李卫华表示，外卖行业的发
展，“对即食面销售是跨维打击，毫无还
手之力”。方便米饭、方便火锅等其他即
食产品的火爆，让遇冷的方便面市场雪
上加霜。

大宗原材料涨幅太快，不断推高方
便面的生产成本。但黄国强认为，相对
而言，方便面的消费有着一定的刚需性，
消费者对这类产品涨价的敏感度也比较
低，对未来方便面市场还是保持乐观的
态度。

有媒体报道，康师傅、统一等
方便面巨头集体宣布将对旗下的
部分即食面产品进行提价。随后
传出消息称，康师傅将桶面从 4 元
涨至 4.5 元，袋装方便面的价格从
原本的2.5元调整为2.8元。

但统一企业中国官方客服对
此予以否认，并表示没有发布相关
公告。康师傅相关人士也表示，没
有收到公司对产品调价的通知。
但方便面的“鼻祖”日清食品早在1
月 5 日就发布公告，上调主要即食

面在中国内地的出厂价格，平均增
幅的百分比属中单位数，2022年3
月1日起生效。

荷塘区文化路上的一家芙蓉
兴盛超市负责人黄国强向记者证
实了涨价的消息。他的供货商已
经将方便面的进货价调高了3元至
5元。天元区佳兆业路上的人人家
超市易姓相关负责人则表示，没有
接到涨价消息，但他们货柜上的袋
装方便面一直紧缺。

虽然，涨价的事目前尚未得

到相关企业的公开承认，但方便
面涨价的消息刺激了消费者的
神经。市民王先生表示，虽然一
桶泡面只涨了几毛钱，但从总价
来看，涨价幅度依然不小，“他们
不懂几毛钱的痛！”80 后的谭女
士 说 ，小 时 候 吃 方 便 面 吃 得 想
吐，但现在吃方便面感觉是种调
味剂和情怀。不过她觉得还能
够接受，“毕竟现在什么东西都
在涨价。”

▲市民在人人家超市选购方便面。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张媛 摄

这家藏身小区的饭店，用乡土菜抓住食客的胃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成姣兰

送餐上门，去食客生活中寻找商机

▲每天清早，冯再娟会前往当地农户自由集市采购新鲜食材。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成姣兰

为什么想着要做乡野食材？“都是
疫情后被逼的。”皮野军说。2020 年
疫情之后，饭店长时间关门，怎么办？
依托于熟客，他们建起了两个微信
群。想要抓住熟客的胃，就要再往客
人的生活里走。家常菜，乡土味，真实
简单的食材，成为他的突破口。

从食材采购到当日菜单，从制作
过程到成品出锅，每日，冯再娟夫妇实
时在群内播报动态。“看到想吃的菜，
他们就会预定。”冯再娟说。

更贴近食客生活，除了食材，还有
经营方式。

“从去年开始，堂食不断小型化、
家庭化，我们不改变不行了。”冯再娟

说，大型宴请的减少，倒逼他们必须向
食客生活再向前走。

将餐送到食客家里，破解大伙家宴
忙不开手脚或厨艺捉襟见肘的尴尬，是
他们与食客聊天中推出的新模式。

与普通外卖不同的是，巧厨匠会
巧妙安排炒菜的顺序，保证到家饭菜
热乎新鲜。“我们连同餐具送上门，吃
完后又再去取。”就这样，简单一个电
话，一场上档次的家宴就可轻松安
排。这一模式一经推出反响不错，每
天都能接到好几个订单。

此外，根据食客需求，巧厨匠还在
节假日推出预制菜，满足大伙在家动
手做美食的需求。

2 月 17 日，天蒙蒙亮，冯再娟
夫妇安顿好小孩，出门采购当日食
材。只采购当地农户的自种菜，应
时而食，是他们与食客们的默契。

春雨淅淅沥沥地下着，伞铺、古
岳峰未安排赶集的日子，农户们都
担着菜来到河西四桥。冯再娟一手
拿着采购单，一手挑选着蔬菜。开
店四年，她已练就了一双“火眼金
睛”，一眼扫过去，哪家摊位有好菜，
冯再娟心里基本有个底。

“今天有好鱼仔，今年就剩下
这一点了，你看怎么样？”吴阿姨来
自伞铺，看到冯再娟，急忙向她兜
售自家鱼塘产的火焙鱼。

冯再娟拿不准，赶忙喊丈夫皮
野军来看看。皮野军吃几个尝尝，
点头说可以。见东西不错，冯再娟
将其带来的 20 余个家鸡蛋也一并
收了。

在看了三四个摊位的地皮菌
后，冯再娟相中了伞铺镇刘志中家
的菌子。“每个地方每天的都不一
样，像这样饱满的新鲜地皮菌开
汤，一把葱花就能激活所有鲜味。”

冯再娟说。
春天是吃素的季节。当天，地

皮菌、鲜木耳、蒲公英、边葱，各色
菜苔等各色应季菜，成为冯再娟挑
选的对象。刚过了年，这正好对了
食客的胃口。这段时间，“巧厨匠”
的菜单以素菜为主。应时而食，也
是他们的立店特色。

皮野军是古岳峰镇人，对乡野
食材情有独钟。土鸡、土鸭、叫驴、
土茶油、腌菜等一应当地特色菜，
都是他店内的主打食材。以前，他
主要发动家里亲戚供应，通过摸
索，他也逐渐筛选出了一批相对固
定的农户，将乡味从田间地头带到
城里的餐桌，安抚在城市打拼的食
客们的胃。

不过，向乡村要食材，品种供
应就难以稳定，过了这一茬，想要
再吃，就只能等来年。然而，这样
顺应时节的食材，不仅养生，也能
将 人 与 乡 土 更 紧 密 地 联 系 到 一
起。巧厨匠的时令美食，虽然要靠
运气，在食客们眼里，反而多了一
份家的味道。

用家乡时令菜，做出家的味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