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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住山东青岛的唐女士给孩子报名的课程包还剩2万多元没学，培训
机构就跑路了。

从2021年6月开始，唐女士就给孩子报了一家青少年机器人基地的培
训课，查询看到这家机构的法定代表人颇有名望，注册资金雄厚，出于信
任，她每次买的都是80课时、120课时的大课包套餐。然而，前一阵老师突
然通知称基地需要消防整改，暂停上课；数个星期后的10月份，这家机构彻
底停课，连培训老师都联系不上了。

唐女士和其他家长沟通后发现，该机构闭店前，不仅毫无根据地停课，
还降低了注册资本、更换了法定代表人，显然蓄谋已久。“我们感觉这家机
构背后有职业闭店人在操作闭店跑路。”

记者近日调查发现，在休闲健身、教育培训等领域，一些商家利用预付
款消费机制欺诈、卷款跑路的情况屡见不鲜，其中不少存在职业闭店人的
身影——他们“帮助”经营不善的机构计划好关店、跑路方法，并接手处理
后续维权问题；通过重新组建客服团队，降低预期，诱导消费者接受不公平
方案。

培训机构套现离场
为何如此“潇洒”？
职业闭店人助机构卷款跑路调查

从采访情况来看，在预付式消
费领域机构闭店频发、涉及金额较
大的情况下，众多消费者面临维权
无门的局面。

河北经贸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王娟认为，职业闭店人具有专业
性、隐蔽性的特点，加上不法利益
的驱使，让一些居心不良的人铤而
走险。消费者在消费前期缺乏一
定的维权意识，导致证据不足，维
权过程坎坷，结果亦不理想，其维
权动力往往也不足。

今年7月1日起实施的消费者
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强化了预付
式消费领域经营者的义务。增加
了“经营者出现重大经营风险停止
收取预付款”的要求和“经营者决
定停业或者迁移服务场所”的提前
告知义务，有助于规范预付式消费
领域的市场秩序，维护公平竞争环
境。

在葛友山看来，规制和打击职
业闭店行为，需要多方协同努力。
首先，应当进一步明确针对职业闭
店行为的法律责任，确保法律的可
操作性。可以增加关于虚假注销、
恶意转让等行为的具体条款，以提
高违法成本。其次，建立跨部门联
合惩戒机制，将职业闭店人纳入失
信被执行人名单，并限制其从事相
关行业的经营活动。再次，加大执
法力度，市场监管部门和公安机关
应加大对职业闭店行为的打击力
度，建立快速反应机制，对涉嫌违
法的企业和个人进行及时调查和
处理。通过信息化手段实现各地
市场监管部门之间的信息共享，提
高对职业闭店行为的监测和预警
能力。

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周游提醒道，消费者需要在消费前
充分了解经营者的各项情况，比如
经营者是否已经持续一段相对较
长的营业时间；是否多次通过预付
式消费开展营业；充分地评估未来
在该店消费的频率和金额。当预
付式消费方式的单个商品或单次
服务的价格明显低于市场价格时，
消费者应谨慎对待。（法治日报）

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的2024年
上半年消费维权舆情热点显示，职业
闭店人成为预付式消费维权的阻碍。

记者调查发现，在社交平台上，
有些职业闭店人公然做起了生意。

有账号打着“培训机构老师”的
名义不断发布“过户法人，3天到5天
交接，为校长规避责任”“目前你的培
训机构经营状况是良好的吗？培训
机构负债百万元，手里资金不多，怎
么才能快速转让？培训机构未消课
时太多，消不掉又转不掉怎么办”等
内容帖子，并带着“机构转让”“负债”

“闭店倒计时”“机构转型”等话题标
签，提供转店咨询，甚至称业务范围

“可覆盖全国”。
记者以一位美术培训机构所有

人的身份进行咨询，一客服人员告诉
记者“早一天转让就少赔一天”，他们
帮忙转让到手的钱比找人接手的钱

能多出好几倍，哪怕店铺亏损也能转
让，几天就能完成法人过户交接工
作，为店主规避责任。

该客服信誓旦旦地保证：“在湖
南、河北、河南、广东、江苏等地范围
内，我们提供线上咨询，了解基本情
况后，有自己的‘途径’找到转让接收
方，价格也可以面议，有负债的公司
也可以帮忙转手。”

这些职业闭店人会要求店主提
供详细的店铺面积规模、成本(装修、
押金、房租等)、地址、现有客户、未消
费的客户存储费用、营业执照类型、
格局结构(机构员工人数以及人工成
本)等信息。一昵称为“全国培训运
营管家”的“转店老师”称需要收取
1500元的中介费用，并且要按照转
让价格的10%抽成。

有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店主与
职业闭店人一拍即合后，接下来就
是一套类似的流程：商家跑路后，所
谓的“投资人”给客户找转课机构，
声称会对客户负责，他们先提出转
课方案，要求客户额外支付转课费，
如果转课计划失败，就会因为一些

“矛盾”不断拖延未消费费用的处

理，最终声称法定代表人已更换，他
们不用承担旧公司的法律责任，不
予以退费，最终不了了之。

“还有一些机构在跑路前会再圈
一笔钱，甚至有机构走注销程序并且
完成注销，但仍举办促销活动，然后
以卫生整改、消防整改等原因直接闭
店消失。”该业内人士说。

北京嘉潍律师事务所执行主任
葛友山认为，商家在跑路前圈钱的行
为是明知自身无力履行合同义务，仍
然通过举办活动获取消费者资金，该
行为可能构成诈骗罪。

葛友山介绍，职业闭店人通过
转移资产、更改经营主体、解散员工
等行为，意图帮助原经营者规避法
律责任的行为，可能构成滥用公司
法人独立地位及其有限责任的情
形，从而导致公司法人人格被否认，
原经营者仍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
带责任。

“如果原股东存在逃避出资、逃
避债务的主观恶意，通过股转实现金
蝉脱壳，导致公司注册资本不实，损
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原股东仍应承
担法律责任。”葛友山说。

培训机构连续几周都以消防整
改为由停课，让唐女士感觉很不对
劲。她向相关部门求证，得知并无
消防整改的要求。后来，她查询企
业工商信息发现，原注册资金900
万元的这家机构今年3月已注销，替
代原企业与家长签订合同的是2023
年8月成立的3家注册资本为30万
元的公司，名称极其相似。等到机
构彻底关门后，唐女士和群里其他
家长想要起诉维权，结果从相关部
门了解到，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变
更为一名60多岁的老年人，无儿无
女无房产。

后续，该机构给出了这样的解决
方案：可以跨店转课、转会员。

唐女士所在的维权群内，不少
维权的家长斟酌后无奈接受了转课
的方案。原因是维权要花费大量时
间和精力，即便起诉后有了判决，
该公司现在的法定代表人大概率是

一个无偿债能力的职业背债人。
“与其因为机构倒闭一分钱都拿

不回，还不如接受转课，能学几天是
几天。”有家长如是说。

唐女士告诉记者，她以及维权群
里的不少家长，都不是第一次遇到这
种情况了：机构倒闭不可能一夕之
间，明明已经经营不善了，但就是瞒
着家长，还大搞促销活动卖课。

“一边收着钱，一边暗地里降低
注册资本、变更法定代表人、转移资
产……”多位遭遇培训机构跑路的家
长说，这几乎成了一种熟悉的套路，
里面多少涉及职业闭店人的系列操
作，家长发现不对劲时已难维权。

家住北京市海淀区的李女士花
2 万多元给孩子报了羽毛球培训
班。最近，机构跑路了，她成为“维权
大军”中的一员。她所在的维权群，
人数近千人，每个人登记的金额从几
千元到几万元不等。

“前不久的一个周六，我送孩子
去上课，结果发现机构跑路了。该机
构的很多家连锁店一夜之间都关门
了，想退款都找不到人。”李女士说，
明明快倒闭了，还搞活动收割学费，
维权群内不少家长刚充值上万元，有

的只上了几次课，有的还没上过课。
记者在第三方企业信息查询平

台查询到，在今年8月，即李女士口
中促销活动前后，这家机构的注册资
本从500万元变成了10万元。

不久前，家住河北省保定市的刘
女士在一家游泳培训机构给孩子一
次性报了几十节课，周末去上课时发
现，这家机构的3个门店都悄无声息
地关门了，销售顾问也不见了踪影。

日前，这家机构的相关工作人
员突然出现，称老板换人了，给大家
提供复课方案——不仅要去较远的
地方上课，还需要再支付一笔复课
费用。

一位知情人员告诉记者，她看
到该公司某股东提供的聊天记录，
显示老板在跑路前将一昵称为“vi-
vi”的账号拉进股东群。vivi声称为
股东们设计了一个“公司套公司的
模式”，即新公司在旧公司持股，承
接旧公司所有会员未消费课时，如
有会员要求旧公司退费，旧公司就
称没有钱退费。vivi还提出可以找
人代持股份，“找一个谁都没见过的
名字，旧公司股东就无须承担退费
责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