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终解释权归本
店所有”，不少消费者对这句话

心存疑虑，最终解释权真的能归商
家所有吗？近日，国内多个商家就因
其代金券上的“最终解释权归本店

所有”被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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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图）

“最终解释权”真的能归商家所有吗？
多个商家因其代金券上有此字样被调查

>>事件

称“最终解释权归本店所

有”餐饮店被处罚
今年3月，浙江瑞安市市场监管

局莘塍市场监管所执法人员在巡查
中发现，辖区一家餐饮店前台放着若
干代金券，其使用说明中出现了“最
终解释权归本店所有”等字样。

“商家在其使用的代金券上标注
‘最终解释权归本店所有’属于侵害
消费者权益的行为。”执法人员介绍，
根据《侵害消费者权益行为处罚办
法》第十二条第（六）项之规定，经营
者向消费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使用
格式条款、通知、声明、店堂告示等
的，应当以显著方式提请消费者注意
与消费者有重大利害关系的内容，并
按照消费者的要求予以说明，不得规
定经营者单方享有解释权或者最终
解释权。依此，市场监管局对该餐饮
店进行立案查处。

>>走访

有市民注意到了类似字样

但不会深究
为吸引人气，不少商家推出优惠

券、代金券、预付卡以及有奖销售等
形式各异的促销活动，5 月 22 日下
午，记者采访了10名市民，有7名称
见到过商家卡片上“最终解释权归本
店所有”的字样，还有 3 名市民说没
注意这些。

见过“最终解释权归本店所有”
的7名市民中，有5名表态说，这是商
家推卸责任的做法，但一般的消费过
程中都没遇到过什么意外，所以就没
有深究这些。

一美容店老板说，他们的会员卡
上的确有“最终解释权归本店所有”
的字样，“行业内都这么写，我也这么
写了，具体怎么回事，我也说不清
楚。”但他知道，这句话的大意就是出
现什么情况，和商家无关。

但这是不合适的。市场监管部
门提醒，“最终解释权归本店所有”属
于不公平的格式条款，其实质就是商
家在对话中占主导地位，消费者没有
话语权，一旦出现消费纠纷，一切以
商家解释为准。市民在消费过程中，
要擦亮眼睛，如遇到类似“最终解释
权归本店所有”等条款时，可进行投
诉举报，保障自身合法权益。

>>说法

明确属于违法行为后仍实

施该行为 应当受到处罚
北京市万商天勤（西安）律师事

务所律师郭京港认为，日常生活
中，由于部分商家法律水平有限，
在制定宣传方案时，难免会出现有
歧义的条款。面对歧义条款应遵
循按照以下方式进行解释：1. 文义
解释；2. 整体解释；3. 目的解释；4.
交易习惯解释；5. 诚信解释。此外
还有一些特殊合同的解释规则及
方式。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第一百四十二条“有相对人的意思表
示的解释，应当按照所使用的词句，
结合相关条款、行为的性质和目的、
习惯以及诚信原则，确定意思表示的
含义。”因此，“最终解释权归本店所
有”不仅不符合对歧义条款的解释规
则，也违反相关法律规定，在《侵害消
费者权益行为处罚办法》第十二条第
（六）项之规定，明确属于违法行为后
仍实施该违法行为，应当受到相应的
处罚。

商家不能忘记考量自己的行为
是否合乎法律规范

北京市京师（西安）律师事务所
律师黄竞之认为，格式条款不止见诸
合同，在通知、声明、店堂告示、优惠
券、代金券、预付卡之上也经常出
现。“最终解释权归本店所有”是常见
的一类格式条款，根据《民法典》第四
百九十六条来看，格式条款是未与对

方协商的，为重复使用的条款。
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

十六条的规定，经营者在经营活动中
使用格式条款的，应当以显著方式提
请消费者注意，格式条款如存在排除
或者限制消费者权利、减轻或者免除
经营者责任、加重消费者责任等情形
的，应当认定为无效。不论是促销活
动，还是回馈客户，商家在考虑商业
盈利的同时，也不能忘记考量行为是
否合乎于法律规范。

“最终解释权归本店所有”其实
是消费领域的“霸王条款”

陕西仁和万国律师事务所律师
徐立表示，诸如“最终解释权归本店
所有”的内容，显然属消费领域的

“霸王条款”。消费者与商家在发生
交易时，若双方对某一交易事项存
在不同理解，进而发生争议的，由于
商家本就是交易一方，倘若任由商
家单方作出解释，则难免会排除或
者不合理地限制消费者的主要权
利，或者不合理地免除、减轻商家的
责任。因此，交易过程中，在理解发
生争议的场合下，需要根据不同的
纠纷解决方式，由执法、司法主体或
者调解组织，依据法律规范所设定
的规则去作出判断或者解释，而不
是由商家去肆意解读。从行政违法
的角度来看，涉事商家的行为直接
触犯了《侵害消费者权益行为处罚
办法》第十二条第（六）项的规定。
而在民事纠纷中，结合司法实践，经
营者以其享有最终解释权为由进行
抗辩的，人民法院对其抗辩通常也
不予支持。

>>调查

目前仍有不少商家宣称

“最终解释权归本店所有”
记者注意到，因为规定经营者单

方享有解释权或者最终解释权而被
处罚的商家并不少。

2022年，浙江宁波奉化区一熟食

店被消费者投诉，该店柜台上的优惠
券上的使用说明显示：“购买烤鸭一
只或烤鸡一只获此卡一张，集齐8张
可半价购买烤鸡或烤鸭一只，集齐
12张，赠送烤鸭或烤鸡一只，请妥善
保管，丢失不补，活动最终解释权归
本店所有。”执法人员调查发现，截至
被查获时，该商家已累计发放上述优
惠券 10 张，责令商家删掉格式合同
的内容，并对当事人在格式条款中排
除消费者解释格式条款权利的行为
责令改正，根据《合同违法行为监督
处理办法》第十二条的规定，对当事
人罚款500元。

2022 年 4 月，浙江东阳市市场
监管局吴宁分局执法人员依法对
位于迎晖南路的一家服装厂进行
检查，发现当事人在其天猫平台商
铺的产品销售页面印有“最终解释
权归本店所有”的字样，执法人员
随即对当事人立案调查。商铺被
罚款800元。

记者搜索发现，截至目前，仍有
不少商家开展促销时，在活动说明的
文案中使用“活动最终解释权归本店
所有”等类似描述。

5月19日，江苏一家礼服店在社
交平台发布的促销活动海报显示，

“展区消费加520享专属区礼服1件，
专属区仪式纱，选中即优惠 520，专
属礼服区，专享宠溺价，国际概念馆
520专享8.8折宠溺折扣，活动时间5
月20日至31日，本活动最终解释权
归某某集团所有。”

广东河源一家螺蛳粉火锅店近
日也在社交平台发出“开业霸王餐”
活动海报，海报显示，活动时间5月18
日至21日，奖品是招牌田螺鸭脚煲，
活动规则为转发图文，添加客服微
信，集赞88个即可兑换，每日仅限一
名，先到先得。在该海报的底部，字
号更小的字体标注着“本活动最终解
释权归本店所有”。

(据《北京青年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