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4 聚 焦 2023年9月13日 星期三 编辑 何勇海 版式 龚华林 校对 李红

共享按摩椅：

针对共享按摩椅的安全、卫生问题。
多地消协部门最近表示，按摩椅不能“一
放了之”，公共场所和按摩椅商家要承担
起共享按摩椅的消毒清洁和日常维护，并
在明显的位置或扫码页面提示消费者安
全注意事项；市场监管部门也应对按摩椅
的卫生、安全情况加强监管。

江苏省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认为，
共享按摩椅作为商家提供的一种服务，虽
然表面上无人看守管理，由消费者自由使
用，但背后的运营企业不能逃避法律上应
负有的义务。场地方对于共享按摩椅的合
理布局也有管理责任，如果出现共享按摩
椅过度挤占消费者休息空间，迫使消费者
不得不“花钱买座位”的情况，则有可能涉
嫌侵犯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当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消费者应理
性维权。北京市两高律师事务所副主任张
荆表示，电影院在没有提前告知的情况下
为消费者提供按摩座椅侵犯了消费者的
知情权；观影时无法对座椅进行选择，侵
犯了消费者的自主选择权。“为有按摩需
求的消费者提供按摩椅服务，一定要建立
在信息透明、公平交易、自主选择的前提
下。如果电影院等场所提供的按摩椅存在
明显违背消费者意愿的捆绑销售行为，消
费者可以要求电影院无理由退票，也可以
要求电影院对座椅进行调换。”张荆说。

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
会副秘书长陈音江表示，共享按摩椅的生
产方、经营方、服务方都具有相应责任，消

费者如遇到问题，可进行多渠道维权，“如
果遇到联系不到服务方、联系后仍然解决
不了、商家拒绝解决或者不配合解决等情
况，消费者可以向消费者协会或有关监管
部门投诉举报。”

有业内人士建议，共享按摩椅的前期
投入较大，需要运行一定时期才能收回成
本并实现盈利，所以，商家和场地方要加强
项目论证和把关，避免消费者不满意、项目
难以盈利的情形出现。消费者也应根据自
身身体情况谨慎选择服务，在使用按摩椅
前观察设备有无损坏，避免风险发生。

对于共享按摩椅的设置，清华大学经
济管理学院战略系教授金占明表示，按摩
椅与普通座椅所占比例应该合理，确保尽
可能多的人能够享受到公共资源。还有多
位专家指出，共享按摩椅不能无序扩张，
随意占用公共空间，而是要根据场所特性
分类区别设置。比如，在医院、车站等人流
量密集、座椅资源紧张的场所，共享按摩
椅的设置数量应适度，且应设置在相关边
缘、角落地带；商场、影院等商业场所，可
以设置，但应布局合理合规，不能挤占消
防通道、影响人们通行等。

前不久，铁路部门明确提出要求，各
地火车站要对多功能候车座椅（共享按摩
椅）进行合理布设，其数量不得超过全部
候车座椅的20%，并在各候车区分散均衡
设置，不得影响旅客候车、通行。

（综合新华社、《工人日报》《半岛晨
报》《贵州法治报》等）

别把公共利益
“共享”掉了

◎ 苑广阔

共享按摩椅进驻车站、商场、电影院等公
共场所，商家有钱可赚，消费者扫码就可获得
按摩服务，公共场所也可获得场地租金，或者
是消费提成收入，这本来是一件可以实现多赢
的事情，为什么现在弄得“怨声载道”？其中一
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消费者使用共享按摩椅
的体验并不是那么美好。

有人可能要说，共享按摩椅可以免费“蹭
坐”啊。有些共享按摩椅，如果人坐上去一会儿
没有扫码付费使用，就不停地进行语音提醒，
让人烦不胜烦；有些共享按摩椅，如果我们久
坐而不扫码，中途甚至还会半翻转过来“赶
人”，一些人没有防备，会被吓一跳；据报道，在
有的公共场所，还有保安劝阻“蹭坐”者。在这
些情况下，很多人自然觉得，公共场所的按摩
椅“有还不如没有”。

然而，一些公用场所的经营管理者却不顾
公众的这种感受，反而是在利益驱使下，大量
引入共享按摩椅，导致候车者、等人者、候诊者
等不坐也得坐，否则只能坐地上或者站着，令
社会大众的休息权受到影响，这无疑是一种服
务降质。实际上，那些本该为人们提供休息的
候车大厅、候诊室、休息室等，就该有充足的免
费座位，让“坐下休息”这件事回归原来的样
貌，不能一味只顾着商业开发，偏离了公共服
务职能，让共享按摩椅过多侵占普通座椅的空
间。换言之，“共享”可以，别把公共利益“共享”
掉了。所以，公共场所该被清理的，不仅仅是泛
滥成灾的共享按摩椅，还有一些单位、企业背
后的以自身利益为先、不顾公众利益的经营管
理理念。

相关部门还应给共享按摩椅划清经营界
限，引导在商业化的场所铺设，在以公益性为
主的场所予以限制，以避免“鸠占鹊巢”；还应
按照“谁摆放谁负责”和“谁的场地谁负责”的
原则，厘清责任关系，让按摩椅经营商家和场
地方共同承担责任，明确双方的维护职责，一
旦发生伤人事故、卫生事件，就要依法追究相
关责任，并赔偿消费者损失。

前不久，铁路部门要求各地火车站对多
功能候车座椅进行合理布设，其数量不得
超过全部候车座椅的 20%，不得影响旅客候
车、通行。其他相关部门也应立即行动，出
台切实的举措，防范共享按摩椅过度挤占
公共资源。

链接>>>>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
九条规定：消费者有权自主选择提供商品或者
服务的经营者，自主选择商品品种或者服务方
式，自主决定购买或者不购买任何一种商品、
接受或者不接受任何一项服务。第十八条规
定：经营者应当保证其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符
合保障人身、财产安全的要求。对可能危及人
身、财产安全的商品和服务，应当向消费者作
出真实的说明和明确的警示，并说明和标明正
确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方法以及防止危
害发生的方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九
十八条规定：宾馆、商场、银行、车站、机场、体
育场馆、娱乐场所等经营场所、公共场所的经
营者、管理者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未尽
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
侵权责任。因第三人的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
由第三人承担侵权责任；经营者、管理者或者
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的，承担相应的补
充责任。经营者、管理者或者组织者承担补充
责任后，可以向第三人追偿。

多家媒体走访发现，在很多商场、影
院、旅游景点甚至医院，共享按摩椅数量
处于递增状态，普通座椅则越来越少。

“共享按摩椅对我而言更多的是享
受，投放在不同场景的按摩椅给我带来放
松的感觉。”经常出差的丛女士说，共享按
摩椅通过模仿传统的揉捏、推拿、捶背等
按摩手法，帮助消费者放松身心。

不过，在共享按摩椅遍地开花之时，
很多人对它的态度，渐渐从新鲜变成质
疑，曾经主打安全舒适的共享按摩椅频频
被吐槽成“折磨”。在社交平台上，有不少
网友对共享按摩椅使用体验进行吐槽：

“一些按摩椅模式简单，无法调节力度”
“像是花钱体验了一顿暴打”……不仅如
此，一些按摩椅会不断抖动，将人反复顶
起，整个人就像被放倒在椅子中一样抖来
抖去，让部分顾客在大庭广众之下产生

“社死感”，“旁边人来人往，路人的眼光都
是异样的”。

来自北京的李蒙每周都会带孩子去
某商场学习乒乓球，商场休息区只提供按
摩椅。“很少有家长使用按摩功能，都是把
按摩椅当普通座椅使用。下午我特别困，
想眯一会，但按摩椅不停发出催促付费的
广告声。夏天被座椅紧紧包裹，不一会儿
就大汗淋漓。”李蒙说。

除了是“享受”还是“受难”的争议，一

些地方的共享按摩椅也压缩了人们的选
择权。比如在电影院中，共享按摩椅往往
设置在大部分观众首选的观影黄金区，占
据影厅“C位”。打开一些购票平台以及影
院自营平台，观众在选座购票时，影院里
的按摩座椅并没有特别标识。北京大学生
许芳表示，“买票时没有任何提示，到了现
场才发现是按摩椅……按摩椅背上的两
个按摩球抵着脖颈，观影时还突然发力，
很不舒服。一场电影看得断断续续，会被
突然启动的按摩椅吓到。”

电影院的共享按摩椅常常让消费者
面临“要么在较佳观影位置享受按摩椅的
‘折磨’，要么在边缘位置坐普通座位”的
无奈，在一定程度上挤压了消费者的正常
选择空间。因此，前段时间，微博话题“按
摩椅能不能离开电影院”登上热搜榜第一
位，不少网友分享了自己在电影院中主动
或被动体验按摩椅的痛苦经历，诸如“椅
子噪声大影响观影”“自动启动强制体验”

“在使用后出现背部大面积红肿”等。
不少媒体走访发现，虽然共享按摩椅

几乎成了商场、影院、车站等地的必备配
置，但是无论在哪里，使用率均不高，大部
分人都选择“蹭坐”。有媒体记者询问了几
名使用共享按摩椅的消费者，他们均是在
等待时间中觉得无事可做，才选择按摩，
按摩的时间也并不长。

备受推崇 王怀申作

事 件

安全卫生和挤占问题频现

说 法

共享按摩椅别“一放了之”

调 查

按摩者少，“蹭坐”者多

问题频出 朱慧卿作

8月3日，在重庆火车西站，一名女乘
客长发被卷进按摩椅，整个人动弹不得，
在众人帮助下才得以脱困。网传视频显
示，那名被困女子带着哭腔呼救，看上去
十分痛苦，周围有不少人赶来帮忙，试图
帮女子脱困。

8月4日，重庆火车西站地区管理委员
会工作人员回应称，事后检查发现，是车站
按摩椅保护层遭到破坏，导致女乘客坐着
休息时头发进入按摩椅被卡住。工作人员
已全面排查，又发现了其他按摩椅也遭到
破坏。目前该车站已全部进行了整改。

另有网友反映，在南京某站候车时，本
想使用共享按摩椅放松一下，但按摩椅将
她的腿紧紧夹住，直到发车时也没有停下。
她尝试寻找电源按钮，寻求工作人员帮助，

但都失败了。按摩椅继续工作，直到充值时
长结束。

除了安全问题，共享按摩椅的后期维
护保养能否跟上、卫生隐患能否解决，也是
让人担忧的问题。今年6月10日，广东一
男子发视频称，他坐在某火车站内放置的
按摩椅上后，突然发觉身体开始发痒，起身
查看发现按摩椅的缝隙中有多只虫子在蠕
动。而类似的事件不止一例。今年5月，有
女孩在使用某商场的共享按摩椅后，发现
自己浑身起包、皮肤瘙痒，就医后被确诊为
荨麻疹。

日前，一家媒体对上海部分商超设置
的共享按摩椅进行了测评，发现大量按摩
椅确实存在严重的卫生隐患。在六个测评
地点的共享按摩椅中，卫生状况较好的只

有一家，有四个测评点的共享
按摩椅上留有垃圾。首先是肉
眼可见的垃圾污渍。其次是成堆垃圾招来
的不速之客，除了蟑螂之类看得到的害虫，
还聚集了大量寄生虫、微生物等病原体。有
人脱掉鞋袜踩着按摩椅睡觉，有人穿着鞋
子踩在按摩椅上，还有人盘腿抠脚，使座椅
上遍布汗液、皮屑和各种细菌、真菌。

挤占公共空间也是人们吐槽共享按摩
椅的一大问题。8月11日，游客吐槽“山东
泰安高铁站近九成是按摩椅”一事被媒体
报道，迅速引发网友热议。

8月12日，泰安高铁站的值班人员向
媒体介绍，泰安高铁站共有第一、第二两个
候车室，共有各类座椅1488个，其中普通
座椅558个、按摩椅930个，并非网传9:1

的比例。泰安市是重要的旅游城市，暑期旅
游旺季每日发送旅客2.7万人次左右，客流
压力比较大，因此在流量高峰会出现有旅
客在候车室找不到座位的情况。

在泰安高铁站候车室席地而坐的王先
生建议，普通座椅占总数的70%-80%是
比较合理的。来自山东青岛的徐女士表示：

“不人性化，我认为普通座应该要多于按摩
座，因为按摩椅相对宽大，占用面积比普通
椅子多，多加一张按摩椅就要撤掉相应的
普通椅子，挤占的是公共候车资源。”

有网友吐槽，不只是泰安高铁站，不少
高铁站都是收费的按摩椅越来越多，免费
的座椅越来越少。

共享还需共治共享还需共治
随着共享经济的发展，共享按摩椅应运而生，在车站、机场、影院、商场等

公共场所随处可见，扫二维码即可使用。然而，近期，经营者眼中“躺着”赚钱的

共享按摩座椅，却因安全卫生状况欠佳、挤占公共空间等问题受到诟病、引发

热议。有观点认为，共享按摩椅满足了消费需求，方便部分用户休息放松，是

“锦上添花”；也有人认为，公共场所设置共享按摩座椅是“鸠占鹊巢”。面对共

享按摩椅在公共场所“遍地开花”的情况，专家表示，共享按摩椅要“共享”还要

“共治”，不能无序扩张、“一放了之”，要让人们共享到舒适和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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