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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典》对格式条款给
予了进一步的规制和强化，如
果格式条款合同提供方没有提
示和说明有重大利害关系的条
款，那么就视为该格式条款未
订入合同。”河南海通律师事务
所主任、市消协律师志愿团常
务副团长曹振华律师说，一些
条款能否成为合同内容，能否
对双方发生效力有了明确的认
定标准，这就限制了一方利用
格式条款损害对方权益的任意
性，有效地保护了对方的合法
权益。在司法实务中，认定格
式条款能否成为合同内容，对当

事人是否产生约束力有了更强
的实践操作性。

曹振华曾遇到过这样一个
案例，市民王先生到一家汽车
4S店订购了一台车，签订了订
车合同，并预付4万元的购车订
金。不料因家中突发事故购车
计划不得不取消，王先生要求
4S店退款遭拒。店方的理由是
双方签订的合同有约定：“认购
方须在签订本认购书时，一次支
付订金人民币四万元整；如认购
方违约，认购方同意所交纳上述
订金转为定金，卖方不予返还。”
王先生这才细看订车合同的具

体约定，发现条款中确实有这条
内容。

“这样的条款显然对买受人
的利益不利，导致买受人的利益
处于不确定的状态。”曹振华律
师说，因商家未履行提示或者说
明义务，致使王先生没有注意或
者理解与其有重大利害关系的
该条款，所以根据《民法典》的规
定，王先生可依法主张该条款不
存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另外，《民法典》还对无效格
式条款的无效情形做出了具体
规定，相比合同法增加了提供格
式条款一方不合理地免除或者

减轻其责任的内容，这样既要求
提供格式条款一方不得在合同
中有不合理地免除或者减轻其
责任的内容，同时，对格式条款
中合理的免除或者减轻其责任
的内容予以认可，相比合同法更
加科学。

“霸王条款”
接不接受谁说了算？
商家必须提示说明 否则消费者可以不认可

□本报记者 杨岸萌 文/图

“此卡最终解释权归本店
所有”“保修期内如果不在4S店
保养，车辆一旦出了故障，4S店
有理由拒绝车辆保修”“防水工
程保修期内施工方只负责维
修，不负责赔偿因漏水、渗水造
成的损失”……日常生活中，合
同格式条款以其便利性和经济
性广泛应用于生活的各个领
域，我们经常会遇到类似的“霸

王条款”。
《民法典》对格式条款给予

了进一步规制和强化，对格式
条款合同的提供方与相对方
的权利义务进行了再平衡，加
重了提供方的责任。如果格
式条款合同提供方没有提示
和说明有重大利害关系的条
款，那么就视为该格式条款未
订入合同。

市民吴先生在游泳馆办
了一张游泳双年卡，不限次
数。去游了三次之后感觉身
体不适，住院检查，医生说他
心脏有问题，不建议做游泳之
类的运动。出院之后他到游
泳馆协商，希望能退卡退钱。

“游泳馆的人先是说根据
办卡时的入会须知，会员卡一
经售出，概不退换，且会员卡只
限会员本人使用，如果转给其
他人，无论是谁，都要交360元
的转卡费。”吴先生说，关于转
卡的详细规定以及费用，他之

前并不知道。因为收取的转卡
费太高，所以他与游泳馆就转
卡费一直协商。“过了几个月，
游泳馆才同意免去转卡费，但
这时距游泳卡的使用截止时间
不到一年，没人再想要卡了，所
以我就想让他们把卡退了。至
于入会须知上的概不退换的条
款，我认为是‘霸王条款’。”

吴先生办卡时候的入会须
知第五条称：因在优惠酬宾期
间，故本馆会员卡一经售出，概
不退换，会员卡只限会员本人
使用。

“像上述游泳馆案例，‘一经
售出，概不退换’就是典型的格
式条款，不能成立。”市消协副秘
书长沈新春6月8日说，“在《民
法典》中，对这类格式条款解释
得更加详细。”

刚刚通过的《民法典》第四
百九十六条规定：

格式条款是当事人为了重
复使用而预先拟定，并在订立
合同时未与对方协商的条款。

采用格式条款订立合同的，

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应当遵循
公平原则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
利和义务，并采取合理的方式提
示对方注意免除或者减轻其责
任等与对方有重大利害关系的
条款，按照对方的要求，对该条
款予以说明。提供格式条款的
一方未履行提示或者说明义
务，致使对方没有注意或者理
解与其有重大利害关系的条款
的，对方可以主张该条款不成
为合同的内容。

沈新春说，《民法典》中关于
格式条款的规定更详尽，更具
操作性，对格式条款的效力和
解释进行了新的规定。首先强
调“当事人预先拟定，未与对方
协商”，这是格式条款的本质特
征；其次增加规定了“提示义
务、说明义务”，如果提供方未
履行提示或者说明义务，致使
对方没有注意或者理解与其有
重大利害关系条款的，对方可
以主张该条款不成为合同的组

成部分。这就避免了一些商家
在密密麻麻的格式条款内加入

“隐形”内容，突显了对市场交易
弱势主体一方利益的保护。

提示义务是前置义务，说
明义务是附随义务，两者相辅
相成为并列关系。在履行提示
义务后应主动向对方解释说明
该格式条款的意思表达，充分
全面地告知消费者有关权利义
务的内涵，以保障消费者的知
情权。

【案例】“霸王条款”屡见不鲜

【详解】“隐形条款”不提示不成立

【进步】明确标准，方便认定

不少会员卡都有类似的“霸王条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