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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峥急流勇退背后：平台拐点已至
韩哲

预付费屡“埋雷”北京拟推健身办卡7天冷静期
北京商报讯（记者 陶凤 实习记者 阮航达）

3月16日，北京市体育局与北京市市场监督管

理局对新修订的《北京市体育健身行业预付费

服务合同》公开征求意见。本次修订中的几个

新变化，最引人关注的就是合同第五条的“7天

冷静期”。其中写明，办理健身卡后的7天冷静

期内，若消费者未开卡使用，有权无条件解除

合同。相较上一版，此示范文本还对退款时间

进行了明确，即商家确认消费者退费后，要于

15个工作日内一次性返还全部预付费用。此

外，示范文本中特别提示，“双方可协商采取

‘年会员月（季）缴费’等方式”，以避免长时间、

大额度预支消费的风险。

关于预付费问题，示范文本还对可能出现

的纠纷情况进行了退费和责任约定。其中写

明，经营单位若在合同有效期限内存在擅自变

更服务地点、提高承诺的服务价格、缩短休闲

健身卡的有效期限、减少承诺的卡内包含项

目、关闭单店休闲健身卡所属门店、增加休闲

健身卡使用的限制条件等严重影响甲方利益

行为的，双方协商不成的情况下，消费者也可

以解除合同，并要求乙方在扣除已消费金额

后，一次性返还预付费余额。

预付费问题不是新鲜事，有关引导文件也

早已出台。例如2011年12月1日，北京市工商局

就启用了《北京市休闲健身行业预付费服务交

易合同》，旨在剔除健身行业的“霸王条款”。但

北京商报记者在询问部分健身房办卡事宜时，

销售人员往往并不会主动提及。各家健身房情

况也各不相同，有的健身房表示无法退费，有

的则表示开卡3个月也可以退费，消费者还需

要具体咨询确认才行。

示范合同虽然不是强制规定，但依然有法

律价值。北京卓纬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孙志峰在

接受北京商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民法典》510

条规定，当事人合同未约定或约定不明确，且

未补充协议的，可按照相关合同条款及交易习

惯确定。而大量的司法判例是将政府机关颁布

实施的示范合同作为交易习惯，在双方合同约

定不明情况下作为解释合同或规范当事人权

利义务的重要依据。”

示范性合同规定的条款往往也标示了政

府机关监管的重点方向，也可能作为将来政府

机关立法或向立法机关建议立法的重要基础。

孙志峰介绍说，2019年北京市监局等7部门向

社会公开了《关于加强预付式消费市场管理的

意见（征求意见稿）》等7份文件，很多内容也体

现在了示范合同文本之中。消费者遇到纠纷

时，可以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关于规范

商业预付卡管理的意见》《单用途商业预付卡

管理办法（试行）》等规定维护合法权益。

最严禁塑令调查（下）

纸吸管：环保之外多吐槽

北京商报记者在走访中了解到，目前，蜜

雪冰城、Coco、奈雪的茶、喜茶等奶茶店都开

始提供纸吸管。有奶茶店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在顾客点单时，默认设置是提供纸吸管，只有

顾客提出需求才会找可降解塑料吸管。

消费者是否接受使用纸吸管？北京商报

记者通过问卷星平台随机发放了200份调查

问卷，问卷结果显示，仅有23%的人倾向于选

择纸吸管，64%的消费者倾向于选择可降解

塑料吸管，48.5%的消费者选择了传统塑料吸

管，5%的消费者则选择不要吸管。

在谈到纸吸管的使用体验时，有消费者

评价道：“总觉得味道不对，而且得快喝，总怕

纸吸管一会儿就软了”“扎不开，喝到一半有

纸味儿，影响口感”“不卫生”“担心纸会融化

在饮料里”……针对纸吸管的吐槽不绝于耳，

与此同时，还有40%的消费者表示，曾经在点

单时选择塑料吸管，收到时却是纸吸管。

目前市场上的纸吸管有无质量差异？北

京商报记者从一家为纸吸管厂提供原材料的

纸业公司了解到，纸吸管制作过程中使用食品

级的纸，用胶水黏合。“我们这边木浆和竹浆的

纸都有，不同厂家选的材料不同质量自然会有

差别，根据客户需求不同，好一点的纸1万块钱

一吨，差一点的纸5000-8000块钱一吨。”

从事纸吸管生产供应的李先生也告诉北

京商报记者，他的公司使用食品级牛皮纸，从

不同纸厂进货质量上会有一定差异，“欧美进

口质量会稍好一点，东南亚进口质量会差一

点。贵一点的17000-18000元的都有，便宜点

的也有11000元左右。东南亚的进口纸比国产

的价格还会低一些”。

“纸和塑料相比最缺的是两样性能，一样

是阻隔性，一样是热封性。”中国纸浆造纸研

究院研究开发部副主任张红杰在接受北京商

报记者采访时指出，“纸吸管已经发展了几

代，以前的纸吸管是用专门的胶水进行黏合，

所以会存在口感不好、吸管形状稳定性不好、

有怪味的问题。现在研发出的新一代纸吸管

会好一些，使用另一类高分子材料作涂料，具

备一定的热封性能，在一定的加热条件下具

备黏合能力。现在市场上两种纸吸管都有，新

型的吸管在江浙一带已经使用，一般是三层

纸，由专门的机器卷出来。”

可降解塑料：回收处理是重点

除了纸制品，可降解塑料也是传统塑料

的重要替代产品。北京商报记者发现，当前

的垃圾分类情况下，除了塑料瓶多作为可回

收物进行回收之外，塑料袋、餐盒、奶茶瓶及

吸管等大量垃圾仍在按照“其他垃圾”进行

处理。“现在前端的收集分类还没有精细化。

首先塑料就没有实现单独的收集分拣，此

外，塑料里面哪些是可降解的，哪些是不可

降解的，也没区分处理。”国家城市环境污染

控制技术研究中心研究员彭应登在接受记

者采访时表示。

具有环保优势的可降解塑料是否需要更

精细的回收体系和特殊的降解条件呢？不同

专家给出了不同看法。

“实际上只要进入垃圾收运系统，生活垃

圾焚烧后污染物的控制都是严格执行垃圾焚

烧标准的，可降解和不可降解塑料的影响区

别不大；在填埋方式下，可降解塑料能够被环

境消化掉。如果没有进入垃圾收运体系，而是

进入水体、土壤等环境中，可降解塑料也会慢

慢得到降解。”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蒋建国

对北京商报记者表示。

一位从事环保减塑工作多年的相关人士

则告诉北京商报记者，目前可降解塑料以可

工业化堆肥塑料居多。这种类型的降解塑料

被丢到自然环境中并不会魔术般地降解消

失，它需要先进行配套的分类回收，然后在恒

温恒湿严格控制的工业堆肥条件下进行后端

处理。

“如果每一个生产商的产品降解条件不

一，监管不到位致使产品可能混杂一些不能

降解的材料，都有可能影响堆肥降解。”另一

位环保人士小卢也对北京商报记者表示。

中国循环经济协会会长、中关村国联绿

色产业服务创新联盟常务理事长朱黎阳也

表示，可降解塑料的性能和概念的混淆一直

存在，市场上相关产品也鱼龙混杂，所以相

关产品的质量检测方法和标准体系亟待建

立且尤为紧迫，特别是可降解塑料产品定

义、分类、性能评价指标、产品认证标准标识

等亟待完善。

13年限塑：严格政策是大势

近年来，我国以绿色、循环为发展目标的

企业层出不穷。2019年成立的浙江植物源新

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植物源公司”）

正好赶上了最严禁塑令的实施。“这对我们确

实是个机遇。”植物源公司销售总监汪玲恩告

诉北京商报记者，“公司在成立时，正是看到

了国家对禁塑令严格落实的决心。虽然最初

没有订单的时候也着急，怕市场不能接受，但

随着与几个大公司的订单逐渐稳定，公司也

渐渐走上了正轨。”

“国家的禁塑令是一步一步落实的。现在

各大原材料企业都在扩产，我们更希望未来

原材料的价格保持稳定，使生产厂家和消费

者都能接受，并且主动提高环保意识。”汪玲

恩说。

2008年6月起实施的《国务院办公厅关

于限制生产销售使用塑料购物袋的通知》

是我国最早的限塑令，要求在所有商品零

售场所实行塑料购物袋有偿使用制度。从

塑料购物袋到塑料吸管、快递包装等更多

类别的政策限制，中国的限塑之路已经走

过了13年，国内上下的限塑意识也在不断

提升。

2019年，小卢选择做减塑相关项目推进

和政策倡导工作。她发现，在做企业倡导时，

一些企业会以比较公关的方式回应社会组织

的诉求。“企业会考虑到成本和盈利，这跟环

保会比较难平衡。”让她惊讶的是，她曾给政

府部门留言询问塑料制品的消耗量等相关数

据情况，在5天内就接到了相关部门的电话反

馈。政府在相关议题上的开放和重视让她印

象深刻。

“十多年来，限塑令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

超薄塑料袋、超薄塑料地膜这类影响比较大

的塑料的使用，但是更多的一次性塑料包装、

餐具等，使用的领域仍很大，今年更严格的政

策也是国际大环境和我国环保趋势使然。”蒋

建国说。

北京商报记者 陶凤 吕银玲/文 CFP/图

清明假期怎么过？中疾控详解疫情防控形势
北京商报讯（记者 陶凤 常蕾）全国已连续

29天无新增本土确诊病例，即将到来的清明、

“五一”假期，大家能放心出游吗？3月17日，中

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冯子健接受央视

采访，对于下一步的疫情防控形势进行了详细

解读。

对于当下的疫情防控态势，冯子健指出：

“北京防控新规里的有序开放看起来松了，但

是防疫却更紧了。”冯子健表示：“我们在防止

输入，特别是在防止输入以后引起疫情本土传

播的‘早发现’上、在发生疫情之后的有力防

控、精准防控上，要付出更多努力，要保持高度

戒备和有准备的状态。”

具体来看，一方面是防止输入，在边境的

管控方面，包括入境人员的筛查、医学观察、隔

离这些措施，入境的货品、物品检测，相关人员

的健康监护等措施，都要做的更严谨、严密。另

一个是医疗卫生要保持更高的敏感性，保证能

够及时发现输入病例和输入病例引起早期的

疫情，一旦发现要做出快速的反应。冯子健称，

现在仍然要保证整个工作体系高度戒备的状

态，做好早发现、早控制、精准控制。这样的话

使每起疫情的控制时间非常短，涉及的范围尽

可能的小，对人民群众的生活造成的干扰和影

响也尽可能小。

清明、“五一”假期将至，可以出游但不意

味着可以丢掉防疫。冯子健提醒：“大家不要忘

记现在全世界还处在新冠病毒大流行的阶段，

境外输入风险依然存在，所以我们还要绷紧防

范疫情传播这根弦。”

除一米线、佩戴口罩等防疫措施外，冯子

健指出，接种疫苗是预防新冠肺炎最好方法。

“疫苗已经证实对防范新冠疾病有非常良好的

保护作用，尤其是未来我们要在全球范围内真

正克服影响，最终还是要靠大量的、越来越高

比例的人们都接种上疫苗。”冯子健说。

持续一年多的新冠疫情到底何时能结束，

大家何时能回到曾经的生活状态？冯子健表

示：“这主要取决于我们人群免疫水平建立的

时间，对我国来说，因为我们没有经历大量自

然的感染，整个国民的感染水平非常低。我国

要想使疫情不再对我们造成严重影响，一定要

靠普遍接种疫苗，当我们国民有非常高比例的

人都接种上了疫苗以后，那么我想疫情的严重

影响就可以得到非常有效的克服，我们可以大

体上回到准常态的状态。”

疫苗专家陶黎纳也向北京商报记者表达

了相同的观点：“我们国内目前虽然疫情控制

的很好，但是要完全恢复常态，还是离不开疫

苗。而且我国人口数量庞大，其实如果要想全

民接种，建立起庞大的免疫屏障并非易事。”

不惑之年， 黄峥选择辞去拼多多
董事长一职。 市场一片错愕。 在此之
前，他已经一让CEO，二让首富，如今
三让董事长。 上一个有着如此谦谦之
风的人，还是小说里三让徐州的刘备。

从披露的信息来看，黄峥不像是
退居幕后、垂帘听政。从放弃超级投票
权来看，他应该是全退，而不是半退。

但恐怕没人否认，作为创始人的
黄峥， 对拼多多有着巨大的影响力。
倘若拼多多日后出现联想或携程式
的危机，也不排除他以柳传志或梁建
章的方式回归。

截至2020年底， 拼多多的活跃买
家数量达到7.88亿人， 同期阿里巴巴
为7.79亿人，京东为4.72亿人。

后来者居上， 但三代人殊途同
归。“60后” 的马云退而不休， 祸从口
出；“70后”的刘强东被迫退居幕后，在
帷幄之中运筹；“80后” 的黄峥事了拂
衣，“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

无人知道他的内心是如何想的。
也许如他所说， 将结合个人终身兴
趣，致力于食品科学和生命科学领域
的研究。也许是这个来自水软风清江
南的杭州人，嗅到了瓶颈。

没有无缘无故的爱和恨，以及离开。
蒙眼狂奔了两个十年的互联网

大厂意识到，平台的拐点已至。
一方面，多年来，平台与资本互

为犄角，攻城略地，在带来市场便利
的同时，也带来了无序扩张。创新与
秩序的博弈一直都在， 直至去年，这
个平衡被打破，“二选一”、“灰犀牛”风
险、信息过度攫取等平台问题，被前
所未有地聚焦。

官方一锤定音，“我国平台经济

发展的总体态势是好的、作用是积极
的，同时也存在一些突出问题，一些
平台企业发展不规范、 存在风险，平
台经济发展不充分、存在短板，监管
体制不适应的问题也较为突出”。

简言之， 就是平台需要做出改
变。监管因为创新而迁就平台的日子
渐行渐远，拥抱监管是新常态。

另一方面， 被中国市场滋养、以
中国市场见长的平台大厂，也面临着
一个流量见顶的拐点。中国市场再庞
大，人口红利也不是取之不尽、用之
不竭的。以前是靠着“烧钱”来抢占市
场、规模和流量，高增长带来高估值。
而当互联网消费增速放缓，互联网渗
透率封顶，蓝海变红海，产品创新和
精细运营就成为大势所趋。好赚的钱
都已经赚了，认知范围内的钱都已经
发现，接下来的，是窄门和窄路。

这一点，黄峥也心知肚明。他在
致股东信中说，“行业竞争的日益激
烈甚至异化让我意识到这种传统的
以规模和效率为主要导向的竞争是
有其不可避免的问题的”。

三年来，我们深刻认识到，终极
竞争是科技的竞争。众多的技术集合
在一起，创造出了我们称之为经济的
东西。经济是技术的一种表达，技术
进化引发经济进化。

平台不能再继续躺在底层技术
上“坐享其成”了。人们对平台的要求
更高，从大到伟大。

人各有志。 选择都是个人的，有
所为有所不为。至少，我们在过去的
五年，在拼多多崛起的日子里，我们
目睹过少年英姿，“年少万兜鍪，坐断
东南战未休”。

开启限塑之路13年后，在今年1月1日起施行的“最严禁塑令”下，纸制品、

可降解塑料制品在餐饮、外卖、超市等多领域实现替代应用。北京商报记者在

调查中发现，消费者对奶茶店使用纸吸管的安全卫生问题不无担忧，而可降解

塑料制品的处理如何达到环保目的也仍存疑。有专家认为，由于前端分类不精

细、产品类型不一，可降解塑料难以完全得到降解处理。与此同时，纸制品及可

降解塑料相关产品质量检测方法和标准体系也亟待建立。

消费者购买奶茶使用吸管情况

数据来源：北京商报调查问卷

塑料吸管

纸吸管

可降解塑料吸管

不要吸管

◆是否主动选择过纸吸管？◆购买奶茶等饮品更倾向于哪种吸管？（多选） ◆是否有选择塑料吸管
却收到纸吸管情况？

27.5%有

72.5%没有

40%有

60%无

48.5%

23%

64%

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