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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来自浙江省杭州市的李女士向记者反映：她拿着两张价值
共500元的不记名兑换券到某连锁水果店提货时，被告知兑换券过期
了不能使用。“水果兑换券是花钱买的，相当于预付费消费，即使超过
商家规定的使用期限，兑换券就作废了吗？”对此，她很是不解。预付
费式卡券能否设置使用期限？卡券到期后，消费者能否继续使用？带
着这些问题，记者进行了调查采访。

除了不记名的充值卡、兑换券有期限外，有
的商家还会给记名卡设置有效期。

广东省深圳市居民黄瑞就遇到了这种情况。
去年年初，她在当地一家游泳馆办理了一张

游泳卡，可以使用60次。她游了12次后，因身体
原因中断。今年5月，她再次前往游泳馆时，被
工作人员告知“次卡过期了”。原来，商家给她办
理的是60次一年内使用完的游泳卡。

据她回忆，她选择办次卡的原因是认为按次
计算、随时可用比较划算，当时工作人员并未告
知她次卡有使用期限。

“当时可以选择年卡和次卡，年卡不限次数，
使用次数多肯定更便宜，但要在一年内使用。考
虑到自己初次办卡，不确定能否养成游泳习惯，
所以办了次卡。”黄瑞说。

商家的做法让她非常不理解：“次卡为什么
还要规定期限？如果次卡并非按照次数计算，那
限制岂不是比年卡还多？”

她找商家交涉，对方回复称，即使办卡时工
作人员未告知，付款后收据上也会写明期限。

“我的收据早就不见了。”黄瑞说，她查询了
相关规定，发现商家不应当为记名卡设置有效
期，“既然次卡过期之说不合规定，那么就算收据
上真的注明有效时间，也是没有意义的”。

她选择维权——向当地市场监管部门投

诉。经调解，当地市场监管部门对商家进行了批
评教育，随后黄瑞与商家达成和解。

黄瑞的朋友王婷则遇到了次卡延期时需要
续费的问题。

王婷在一家培训机构练习舞蹈，办理的是次
卡，上面写明了使用期限。在次卡到期前一个
月，卡里还有不少课程，她找培训机构沟通。机
构称次卡可以延期，但需要收取一定费用，或者
再买30次课程可以自动延期。

“这似乎给消费者提供了选择，但实际上还
是变相强制办卡。”王婷说。

在北京工作的谭林今年国庆期间回老家湖
南湘潭探亲时，也遇到了预付卡券过期作废的情
况。

“我带上所有卡券（3 张游泳次卡），去了本
地一综合型体育馆游泳。这些卡券是我去年回
家时购买的，因为不在老家工作，我购买了次
卡。对方告诉我两张卡券到期，只有一张可以
用。”谭林回忆道。他仔细观察卡券才发现端倪：
其中两张卡是10次卡，在背面左下角写了半年
到期，到期时间为2024年3月和2024年4月，另
一张则是无期限的次卡。

“怎么次卡还分有期限和无期限？”谭林很不
理解，但商家坚持只能用无期限要求的游泳次卡
才能进入泳池。

次卡同样存在期限

延期还需再次消费

2024年3月，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2023年
预付式消费领域消费者权益保护报告》称，预付
式领域消费者权益保护存在经营者违规办卡的
问题。其中，很多经营者为其发放的单用途卡设
定了一年或两年的有效期，且到期后拒绝为消费
者办理延期，违反了《单用途商业预付卡管理办
法（试行）》（以下简称《管理办法》）关于有效期的
规定。

根据《管理办法》，记名卡不得设有效期；不
记名卡有效期不得少于3年。发卡企业或售卡
企业对超过有效期尚有资金余额的不记名卡应
提供激活、换卡等配套服务。

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教授孟强介绍说，不记
名卡的有效期如果短于3年，违反了相关规定，
应当由地方人民政府商务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
正，逾期仍不改正的，处以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
的罚款。

受访专家认为，有期限的次卡、充值卡等还
可能因违反民法典关于格式条款的规定而无效。

在孟强看来，如果商家对于所发行的提货券
设置一个较短的有效期，并且宣布到期作废，这
显然属于格式条款，根据民法典的规定，提供格
式条款一方不合理地免除或者减轻自己责任、加
重对方责任、限制对方主要权利的，该条款无效。

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王叶刚认为，发

卡人对预付卡设置的使用期限应当符合相关国
家规定。在此基础上，预付卡的使用期限应当是
购卡人与发卡人之间预付消费合同的存续期
限。一旦预付卡使用期限届满，当事人基于预付
消费合同而产生的权利、义务关系终止，应当互
负返还义务。

如何治理此类乱象？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孙
颖的建议是，事前加强对经营者的审核与监管，
明确经营者责任义务；事中及时预警，打击经营
者违法行为；事后积极化解纠纷，完善投诉处理
机制，提升治理效能。同时，创新监督模式，建立
数字化监管平台，将数字治理与信用治理相结
合，建立预付式消费信用公开制度，及时向全社
会公布治理信息，实现对预付卡消费备案、支付、
售后全流程监管。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教授、消费者保护
法研究中心主任苏号朋建议，应该在《管理办法》
的基础上，提升规制预付式消费的规范层级，比
如制定一部专门针对包括预付卡在内的预付费
消费行政法规，全面、系统地规范预付费消费，有
效遏制预付费消费领域诸多乱象，为有关执法机
关依法监管预付款消费提供更加明晰的法规依
据，加大执法力度，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文中消费者均为化名）
来源：法治日报

完善信用公开制度

建立数字监管平台

“朋友花钱给我买的兑换券，竟然因为过期了不
能使用。”浙江杭州居民李女士提起近日的经历，仍是
一脸困惑。

前段时间，她从家里翻出两张总价值500元的全
国通用不记名兑换券，到某连锁水果店挑选水果，结
账时出示兑换券，却被告知过期了。她这时才发现，
兑换券背后竟然有一行小字“兑换日期为2024年5月
31日前”。李女士希望商家能够更换兑换券以延长
使用期限，但商家以没有延期服务为由拒绝。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许多消费者在使用充值卡、
兑换券时都遇到过商家设置使用期限的问题，甚至有
不少商家为预付费次卡设置使用期限。

受访专家认为，消费者持充值卡、兑换券消费时，
属于持单用途预付卡，根据商务部相关规定，记名卡
不得设有效期；不记名卡有效期不得少于3年；发卡
企业或售卡企业对超过有效期尚有资金余额的不记
名卡应提供激活、换卡等配套服务。因此，商家无权
规定充值卡、兑换券“过期作废”或“过期不予退换”，
否则侵犯了消费者的财产所有权。

过期卡商家不让用

规则提示并不醒目

家住北京市东城区的张荣前不久拿着一张蟹券
去提货时，被商家告知“此卡已经超过使用期限，无法
提货”。

据张荣介绍，3年前，朋友送给他一张蟹券，他从
当年开始多次找商家提货，但因申请提货时螃蟹被预
订完了或错过季节螃蟹还没有上市等原因，未能成功
提货。今年入秋以来，他眼看着螃蟹上市，再联系商
家时却被告知蟹券过期了。

在他看来，假如商家因为季节、购买人数多等原
因无法及时提供螃蟹，应当提供其他等值商品供消费
者选择。

类似的情况不少消费者都遇到过。
上海市徐汇区的徐婉手里有一张购物福利卡，是

她所在单位前年国庆节发的。今年7月，她翻出这张
福利卡时，显示于2023年10月19日到期，卡内还有
420元储值。她拿着卡去找商家，对方强硬地说：“过
期就是过期，无法重新激活或延期。”

来自山东省枣庄市的宗杭所在单位每年为员工
发放生日蛋糕卡等福利，这类卡由单位工会预先付款
购买后发给员工，员工可以持卡到店购买蛋糕，也可
以选择其他等额产品。

去年11月，单位发了一张某蛋糕店的不记名蛋
糕卡，但她当时并未使用。今年春节前，她拿出蛋糕
卡交给女儿，让她去蛋糕店买些食品。结果，女儿挑
选好食品准备使用蛋糕卡时被拒绝，原来卡片背后印
着一行小字：“使用期限为一年，截止到2023年12月
31日”。

宗杭觉得“不对劲”，因为单位都是在员工生日当
月购买蛋糕卡并发放。这意味着，她拿到蛋糕卡一个
多月后，蛋糕卡就过期了。“工会已经将款项付给商
家，就算我在有效期内没有消费，商家也应当帮助办
理延期。”宗杭说，她找商家几番交涉，最终对方同意
为其换发一张2024年同面值新卡。

记者在某第三方投诉平台搜索“卡券有效期”“卡
券到期”关键词，显示有2000多条投诉。

蟹券蛋糕卡，凭啥过期作废？
专家：预付卡过有效期商家应提供激活换卡等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