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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惠山区专门出台《艺体类校外培训机
构“白灰黑”名单动态调整制度》，“白灰黑”名单
根据日常监管情况动态更新，并及时向社会公
布。对基本符合和不符合要求的名单，区文体
旅游局会及时联系培训机构负责人，了解机构
经营现状，并督促其及时处理反馈意见建议。

根据标准，机构需要取得艺术、体育类校外
培训机构审核意见书；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
责任，无重大安全隐患；使用惠山区艺体类校外

培训机构资金监管平台收费，或家长签订《放弃
使用校外培训机构资金监管平台交费声明》。同
时满足这三点，才能列入“白名单”。截至目前，经
与机构负责人对接沟通，基本符合以及不符合纳入
监管平台的培训机构正积极申请纳入全流程监
管，整改后符合要求的机构将动态调整为“白名
单”。目前，全区艺体类校外培训机构纳入平台
的“白名单”为103家，即将升级为“白名单”的
有55家。

本报讯（晚报记者 甄泽）培训
机构注销，为啥有人能“一键退
费”？日前，记者从江南公证处了解
到，惠山区一家校外培训机构注销
后，有消费者通过预付费资金监管
服务平台成功退还剩余费用。这在
无锡尚属首次，也为公证参与预付
费监管提供了经验。

今年5月中旬，惠山区一家校外
培训机构注销，涉及140名学生的课
程费用问题。据介绍，学生没上完
的课程要么选择去其他校区继续
上，要么退还剩余学费，但所购课程
必须按照原价重新计算。“其他校区
距离家远，退费不计算报名时的优
惠，两种方案我都不能接受。”一名
消费者表示，好在她当初报名时是
通过惠山区艺体类校外培训资金监
管平台交费的，因此她选择在平台
上发起退款申请，大约一周后，剩余
学费便退回到了她的账户上。记者
了解到，共有4名学生8个订单通过
监管平台进行交费，受监管资金为
23560元，剩余费用目前均已退回。

据介绍，去年3月，惠山区文体

旅游局联合无锡仲裁委员会、无锡
市江南公证处，上线艺体类校外培
训机构预收费资金监管平台。平台
分为家长、机构、教师、监管四大端
口，采用“银行托管+提存公证+退费
仲裁”线上监管模式，“如果学、教双
方发生纠纷、协商无果，可在平台申
请‘一键处理’，实现退费处理迅速
高效。”

“简单来说，家长付费时，费用
不再直接进入培训机构的账户，而
是先存入公证处的提存账户。公证
处对培训过程进行监督，确认机构
履行合同义务后，这笔资金才会转
入培训机构的账户。”江南公证处主
任吴志波介绍，家长可以在平台上
选课、交费、一课一销，监管部门专
户核算、分期拨付等，公证处对资金
进行提存监管。在这种模式下，会
将电子合同、培训过程中的有关视
频在区块链上存证，家长中途不想
上课，或是培训机构“跑路”，都能

“一键退费”；如果最终发生纠纷，存
在区块链上的资料可以作为证据，
由仲裁委介入快速解决争议。

6月6日，最高法就《关于审理
预付式消费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
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征求意见
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在这
份征求意见稿中，还明确了名义经
营者、商业特许经营体系内企业、
商场场地出租者、清算义务人和帮
助逃债人等都可能对消费者的损
失承担民事责任。即商家“跑路”，
消费者也可以请求房东、“职业闭
店人”等主体赔偿损失，这就要求
商场等场地出租者在选择商家时
必须谨慎对待，否则就有可能对消
费者未消费部分款项承担连带支
付责任。征求意见截止日期为
2024年6月20日。

7月1日即将实施的《消费者
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里重点强化
了预付费消费活动中的经营者义
务，其中明确规定：经营者以收取
预付款方式提供商品或者服务的，
应当与消费者订立书面合同，约定
商品或者服务的具体内容、价款或
者费用、预付款退还方式、违约责
任等事项；经营者未按照约定提供
商品或者服务的，应当按照消费者
的要求履行约定或者退还预付款；
经营者决定停业或者迁移服务场
所的，应当提前告知消费者，继续
履行义务或者退还未消费的预付
款余额。同时还为预付式消费设
立了专门的罚则，明确相关的违法
行为由各有关行政部门进行处罚。

↓2022 年 6 月 1 日，第一笔接
受监管的费用进入了江南公证处
的提存账户。

↑资金监管平台界面。

140名学生,为何只有4人通过平台交费？

无锡首例——

培训机构注销
剩下费用“一键退”

试点：交的培训费由专门账户“托管”

难点：绕过监管平台的现象并不少见

探索：推出“白灰黑”名单动态调整制度

近年来，培训机构、健身房“跑路”的情况并
不少见，远一些的如今年年初，无锡半球健身多
家门店突然关门歇业；近一些的就在最近，
5KM舞蹈工作室疑似“跑路”的消息也闹得沸
沸扬扬。预付费模式下，消费者把未来的消费
在当下一次性支付，企业往往会利用这些资金
开新的连锁店或者日常运营。企业如果经营不
善或者过度扩张，就很容易导致资金链断裂而
被迫停业的局面。而消费者因为信息不对称，
往往在企业“跑路”后才知晓这一情况，只能被
动维权。

针 对 校 外 培 训 机 构 ，
2022年6月，江南公证处、无
锡仲裁委、无锡农商行在全省
率先试点“公证提存+仲裁+
科技赋能”新模式，对预付费
进行监管服务。“此次这家机
构只是注销，即使是关门‘跑
路’，平台上的资金也能得到保障。”该平台无锡
地区负责人介绍，消费者预付的费用是放在公证
处的提存账户上的，学生先上课后付费，由银行
进行划拨，未用完的钱能够切实得到保障。

采访中，记者注意到其中一个数据，惠山区
这家培训机构注销后，涉及的140名学生费用
问题，共计35万元，但仅有4名学生家长是通过
平台完成交费的，金额为2.3万多元，其余136
名学生依然采用线下付款的方式，最终这些学
生中有65人选择分流到其他校区继续上课，另
外71人等待分批退费。

这是为何呢？相关负责人表示，在预收费

资金监管平台运营过程中，他们也发现了这个
问题。“有的培训机构给予家长更多优惠，要求
不在平台付款，很多家长图便宜便同意了。”该负
责人表示，对于此种情况，平台是难以监管到的。

吴志波也提到了这一问题，虽然按照要求，
校外培训机构必须接入平台，接受监管，但在实
际操作中，缺乏强而有力的制度和措施，因此绕
过监管平台的现象依然多见。

预付费消费将迎新规

目前全市纳入监管平台的机构有650 多家，不过
吴志波坦言，这个覆盖面并不广，他认为，以公证提存
的方式对预付费进行监管其实大有可为：“不只校外培
训机构，健身房、美容美发店等预付费纠纷领域都可以
纳入到这个模式中来。”

对于预付费的监管，不仅是无锡，全国多地都在积
极探索解决方式，如北京市石景山区作为全国首个试
点，搭建的预付式消费信用监管和服务平台，将预付式
消费频繁的教育、餐饮、美容美发等行业纳入重点监
管，对开展预付式消费的经营企业全部采取专用存款
账户管理。上海则将健身房也纳入到了监管中来。

监管模式的创新与完善是第一步，更重要的是执行
与落实。同时，广大消费者应当提高警惕，增强自我保
护意识，在享受预付式消费带来的便利时，不忘维护自
己的合法权益。 （甄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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