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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你发现没有，半年前逛街的时候，这家理发店
店招名叫“泼仔”，三个月前上街时，同样还是这一家店，
名字却改成了“尚典”，而上个月再碰到，“尚典”又成了
“萧邦”……同样一家店，还是一批人，做到还是同样的业

务，这店名一改再改，究竟为何？奥妙在哪里？
这样的事情，去年以来，上海“预付式消费”市场层出不穷：上海12345市民

服务热线收到的海量投诉显示，健身房、教育培训机构、美容美发场所等以预付
式消费为主要消费形式的行业里，经营者跑路、消费者权益受损的案例越来越
多，数不胜数。

大量的投诉中，一种现象值得警惕。商家以换了老板为由更换店名，营造
出前任经营者已跑路的迹象，进而要求消费者重新充值，否则不承认此前预付
的费用。这两年来，这类消费纠纷愈演愈烈，并且，一些商家更换店名的频繁程
度令人咋舌，让人不免怀疑其中是否存在故意为之的“套路”。消费者怀疑，“换
老板”会不会只是商家不认旧账的一种借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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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者真的换了吗？”

“这家店已经换过两次名字了，难道换一次名
字就得充一次钱吗？”2月4日，上海市民倪先生致
电“12345”，反映了他在石龙路861号一家美容美
发店消费的遭遇。据他称，2022年，考虑到离家近
需要经常消费，他便在这家店办了一张3折卡，一
次性充值了6000元。当时，这家店的名字还是“艺
流美容美发”。倪先生称，“艺流”是一家连锁理发
店，是他觉得可以放心消费的大品牌。

还没消费几次，2023年的一天，倪先生再次来
到该店消费时，发现门店已改头换面，店名也摇身
一变成了“沪尚”。店员称“老板换了”，倪先生回
忆，对于他手上艺流会员卡内剩余的金额，沪尚倒
也不是不认，只是称没办法打折使用。如果要延续
3折的消费折扣，倪先生需要再充值一点进行“激
活”。无奈之下，他又充值了2000元。

充值的 2000 元没来得及用完，今年 1 月 7
日，倪先生途经这里时，看到这家店门口有多名
工作人员在拉客促销，仔细看才发现店名又换
了，“这次改叫‘梵西’了”。相似的情形再次上
演，2月4日，倪先生到店消费，工作人员称梵西
只认上一家沪尚的剩余金额，对于艺流的金额，
则拒绝使用消费。双方起了争执，倪先生不得已
现场拨打了“110”，最终才得到解决。

据倪先生统计，他手上的艺流会员卡内还
有4000余元余额、沪尚会员账户里则还有100
余元，“再充值办卡，余额只会越积越多，我是不
是被‘套路’了？”尽管店名换来换去，但店里的
工作人员还是那批人，倪先生质疑，会不会店方
所谓的“换老板”只是个借口，是为了套路大家
重新充值？

企业名、法人都是原来的

大量消费者向“12345”反映了与倪先生相似
的遭遇。如上海闵行区剑川路147号的另一家艺
流美发门店去年年底闭店调整后，摇身一变成了

“名尚美容美发”。消费者张女士向“12345”投诉
称，对于艺流的余额，名尚降低了折扣，且宣称“系
统换了就不能再用了”，而要转到名尚系统里，消费
者需要再充值2000元……

3月6日，记者在石龙路861号看到，门店玻璃
上已贴上了“梵西”字样，但上方的店招“沪尚”还未
来得及更换。“艺流会员卡的余额还能使用吗？”记
者推门并询问门口的工作人员，对方称需要查看
下。店内一名负责人解释，他们是从沪尚手上盘下
了这家店，双方签订的协议中，只涉及承接沪尚的
客户，并不包括更早的艺流客户。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明
确，消费者在购买、使用商品或接受服务时，其合
法权益受到损害，因原企业分立、合并的，可向变
更后承受其权利义务的企业要求赔偿。这是否
意味着：店家换人，消费者没用完的“卡”，下家要
负责“接盘”？

通过“12345”，倪先生提出退还卡内余额的要
求。3月5日，徐汇区市场监管局漕河泾市场监管

所组织双方进行了调解。市场所工作
人员称，在具体调解中，下家是否要负
责，负责到什么程度，要看实际经营主
体是否发生了变化，这通常是以工商
登记注册信息为准，不是看店名是否
更换。

现场查询发现，石龙路861号尽
管店名来回更换，但工商登记信息始
终是“上海煜志美容美发有限公司”，
且法人代表也没有更换。“这就好比一
个人换了不同的帽子，人还是那个人”，
对此，市场监管所工作人员认为经营者
没有发生变化，倪先生提出的退款请求
理应得到支持。但现场，梵西的负责人
仅同意允许倪先生继续使用艺流的会员
卡。双方目前仍在进一步协商中。

有商家一年换名三四次

倪先生的怀疑不无道理，在目前的
预付式消费市场上，“新店不认旧账”似
乎有“套路化”的操作迹象：商家通过宣
传、邀约、充值享受优惠等方式吸引消费
者以预付费方式购买服务，在积累一定
客户量后，突然以“经营不善”为借口消
失，新任商家则声称门店系转让得来，提
出只能有条件地承接前任商家的客户，迫
使消费者重新充值。

一些店铺甚至一年能更换三四次店
名。市民季女士2019年在家门口的一家

“君悦富侨”足浴店充值2000元办了张卡，
但一直没怎么消费。2023年底，她尝试去
消费时发现，这家足浴店早已换成了“康
泰”。对于季女士手中的卡，康泰并不认
可，理由是继君悦富侨后，这家足浴店已几
易其手，一些老板甚至经营了不到一个月就
退出了。

3月6日，记者来到曹杨路333号4楼看
到，泰康的上一家名为“竹SPA”，店招还摆在
玻璃门一侧没处理掉，而春节前还在揽客充值
的“泰康”竟已关门大吉，门上张贴的一张A4
纸则宣称已“停业整顿”。玻璃门里面，“年终
钜惠”农历新年充值送优惠的广告易拉宝还摆
放着。对面一家酒店的工作人员称，过去一年，
这家足浴店的老板如走马观花般更换，都是促
销充值后没多久就关门换人。据称下一家已在
张罗进场了……但记者查询工商登记信息发
现，过去一年，曹杨路333号4楼地址的经营主
体实际并没任何变化。

混乱的预付式消费市场，影响了消费者的消
费信心。“不敢充钱，可又不得不充钱”，这已成为
消费者在相关行业消费时的矛盾心态。预付式
消费市场与放心消费渐行渐远，亟需有关部门加
强监管，对乱象进行重拳出击。

此前，北京在起草《北京市单用途预付卡管理
条例》中，明确经营者变更名称、法定代表人、负责
人、承办人等事项的，不得拒绝履行单用途预付卡
消费合同义务，这一规定值得上海借鉴。

商家为何一年换店名三四回商家为何一年换店名三四回
““新店不认旧账新店不认旧账””疑成圈钱套路疑成圈钱套路
消费者诉苦消费者诉苦，，商家换一次名字就得充一次钱才能享受优惠商家换一次名字就得充一次钱才能享受优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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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踏诚信，涉嫌违法
换“马甲”把戏耍不得

不良商家忽悠消费者的手法真让人防不胜防。明明工商
登记信息没变，法人代表也没有换，店还是那个店，老板还是那
个老板，店中工作人员还是那批人，而商家竟以“换老板”为借
口“不认旧账”，要求消费者重新充值，这样的做法不仅践踏了
诚信底线，也涉嫌违法。

商家必须明白一个基本道理：商业交易的本质是契约精神，
而预付式消费则是建立在双方互信基础上的长期契约关系。消
费者预先支付费用，是对商家提供的产品或服务的信任和期待，
商家则应依约履行提供相应服务的义务。一些商家以“换老板”
为幌子，擅自撕毁契约，强迫消费者二次充值，这无疑是对于契
约精神的肆意践踏，也是对消费者合法权益的直接侵害。

同时，“新店不认旧账”也已触及法律红线。
某些商家刻意通过“换老板”的手法误导消费者，利用

信息不对称和消费者心理压力，谋取不当利益，这种行为已
然涉嫌消费欺诈。“新店不认旧账”的套路看似聪明，实则极
为短视。通过频繁换店名“不认旧账”，短期内商家也许能
赚一笔快钱，但“纸里包不住火”，长期看此举无异于自毁
招牌。商家应珍惜消费者的信任，无论店面如何更迭，诚
信经营的原则不变，尊重消费者权益的责任不减。唯有如
此，方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据上观新闻、齐鲁壹点

据倪先生统计，他手上的艺流会员卡内还有4000余元余
额、沪尚会员账户里则还有100余元。

曹杨路333号4楼泰康的上一家名为“竹SPA”，店招还摆在玻
璃门一侧没处理掉，而春节前还在揽客充值的“泰康”竟已关门大吉。

记者在石龙路861号看到，门店玻璃上已经贴上了“梵西”字
样，但上方的店招则还是“沪尚”未来得及更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