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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受”还是“难受”？

共享按摩椅需要规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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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服务不能丢普惠属性

针对随处可见的共享按摩椅，首
先应确保安全、清洁。多地消协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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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监
管部门也应对按摩椅的卫生、安全情
况加强监管。

专家还建议，按摩椅商家应当
在明显的位置或扫码页面提示消费
者安全注意事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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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共享按摩椅的设置数量应

合理。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战略
系教授金占明表示，车站、商场等场
所公共资源较为集中，人员相对密
集，在空间允许的情况下设置一定数
量的按摩椅可以满足部分消费者的
合理需求。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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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铁路部门近期提出要求，必须确
保候车区域旅客候车座椅总数不减
少，多功能候车座椅数量不得超过全
部候车座椅的20%。

最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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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摩椅是一件好事，但一定要建立在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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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新华网）

（图片来源于网络）

近期，铁路部门对泰安站多功能候车
座椅（按摩座椅）经营服务问题进行了通
报批评，并要求各地火车站举一反三，确
保多功能候车座椅状态良好、经营规范，
最大限度为旅客候车提供普惠性和差异
化优质服务。

如今，在公共场所以共享方式出现的
按摩座椅已随处可见。与之相关的“安全
卫生状况欠佳”“公共空间被挤占”等话题
多次引起关注。共享按摩椅究竟该如何
规范发展，记者对此展开调查。

最近，“按摩椅”这个词突然就成了
热点。有媒体报道：旅客吐槽“泰安高铁
站近 9 成都是按摩椅”。尽管记者实地
探访发现“近九成”的数据不实，但绝对
数量依然不算少……8 月 17 日，据中国
铁路微信公号发布，近期铁路部门对泰
安站多功能候车座椅（按摩座椅）经营服
务问题进行了通报批评，并要求各地火
车站举一反三，认真查摆整改问题，确保
多功能候车座椅状态良好、经营规范，最
大限度为旅客候车提供普惠性和差异化
优质服务。

不仅是高铁站内，如今不少地方都
在推广按摩椅取代普通座椅，但涉及到
的安全和卫生问题使得“按摩椅能不能
离开电影院”等话题频频登上微博热搜。

其实，公共区域的多功能座椅，如果
设置合理得当，不失为“多赢”：既可以满
足一些旅客的较高需求，又可以通过此
举拓展赢利模式。只要再观察一下，可
以发现除了按摩椅，如今很多公共场所
的等候服务正变得“多功能化”。比如笔
者近日出行时就发现，在高铁站和机场
等候区多了不少可免费充电的座位，一

些设置在座椅区的灯箱，亦可供等候者
充电。这些设施其实同时也起到了广告
的作用，但它们并没有“按摩椅”这样“讨
嫌”，还很受欢迎。

对于公共区域多样化、升级化的体验
服务，真实的需求量只会越来越大，无论
是对于场所还是经营第三方来说，服务和
商业模式都存在广阔的提升空间和拓展
机会。但最重要的是把握好普惠性服务
和升级服务之间的“度”。让不少网友吐
槽的公共区域按摩椅主要存在的问题，一
是安全隐患，二是因其在不使用按摩功能
时坐感不舒适，而且容易过多挤占普通座
椅的位置，在出行高峰期带来不便。

在车站、电影院等人流多的场所，如
果普通座椅在可以满足大家需求的情况
下，再提供多样、升级的体验无可厚非，
还是创新之举。但如果在普通座椅尚且
不能满足等候需求的情况下，还要用其
他多功能座椅进一步挤占乘客、观众的
座位，甚至还是位置佳的“黄金座位”，则
不免带来“喧宾夺主”的感受。

江苏省消保委曾发声，类似车站候
车室、机场候机厅、电影院大厅等有较强

等待需求的场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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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路部门
的最新要求中则提到，对设置多功能候
车座椅的车站，必须确保候车区域旅客
候车座椅总数不减少，多功能候车座椅
数量不得超过全部候车座椅的20%。

随着消费回暖烟火气渐浓，出行消
费者增多，“按摩椅”的遭遇，可以给更多
行业、公共服务启发。做好普惠服务的
同时可以叠加个性化的升级服务，但千
万别影响、挤占、妨碍了普惠服务，千万
别本末倒置，让个性化服务反而成了鸡
肋服务，被网友“用脚投票”甚而“按在地
上摩擦”。

公共交通尤其是车站等区域，具有很
强的公共属性，提供的公共产品也首先应
该具有一定普惠性，在做好普惠服务基础
上进行差异化优质服务，才能真正满足大
家的美好生活需求，并营造可持续的消费
升级良好环境。20%是新规划定的“红
线”，但真正的“红线”应该在心里。

（据《扬子晚报》）

近期，“共享按摩椅”话题频频
引发网友热议。有媒体报道，多位
网友吐槽山东泰安高铁站候车厅内
近500座椅中仅有60多个为普通座
椅，其他皆为共享按摩椅。

伴随着付费按摩椅的“攻城略
地”，各地机场、车站、医院、宾馆、景
区等公共场所都随处可见其身影。
作为共享经济模式与舒适生活体验
嵌合的产物，共享按摩椅进入公共
场所本是顺应市场之举。但从消费
者体验出发，过多投放共享按摩椅
逐渐演变为“万人嫌”，遭受越来越
多的质疑，其背后缘由引人深思。

一方面，共享按摩椅的泛化挤
占普通座椅生存空间，涉嫌侵犯消
费者合法权益，令公众产生强制消
费的不适感。以营利为主要目的的
共享按摩椅，看似创造需求，实则只
是变相的增值服务。对于大多数人
而言，有座能歇脚才是在公共场所
等候的首选，按摩不过是配套服
务。但共享座椅的泛滥，使得消费
者免费休息的空间不断被挤压，使

用共享按摩椅伴随而来的是重复的
扫码支付提示语音，不免让消费者
产生反感。

另一方面，有些共享座椅存在
安全问题。比如，卡头发、力度大、
虫子爬等，接连被爆出的安全问题
让共享按摩椅的群众基础愈发薄
弱。作为公共产品，如果使消费者
的人身安全、卫生安全都无法得到
保障，最终可能被“万人嫌”，甚至被
市场淘汰。

共享按摩椅的消费体验变差，
根本原因是共享按摩椅运营方“用
户视角”的漠视与缺失，没能为消费
者提供符合预期的服务。共享座椅
要想走得长远，多方“共治”是关键。

作为经营者，对可能危及消费
者人身、财产安全的商品和服务，应
对消费者作出真实的说明和明确的
警示。共享按摩椅不可真的“无人
监管”，运营企业对产品潜在的安全
问题要有明确的说明和处置措施。
共享服务并非共享利益，在投放过
程中需积极考虑公众诉求，合理投

放、定期维修、保障卫生，切实维护
消费者的知情权和自主选择权。

作为监管方，要积极建构运营维
护机制，共筑共享产品安全屏障。将
共享按摩座椅及时纳入公共场所管
理条例，明确其卫生监管标准。同
时，市场监管相关部门针对消费者的
投诉，要积极运用约谈、指导、责令整
改等方式，倒逼、督促相关方进一步
完善对共享按摩椅的监管机制，对以
共享按摩椅为代表的这类时代产品
提供及时的制度保障，切实维护好消
费者的合法权益。在鼓励创新和包
容审慎的基础上，让监管跟上经济发
展的新业态、新模式。

真正的共享经济，是在尊重消
费者的基础上“盘活闲置资源”。“保
障消费者合法权益”“用户本位”不
应只是抽象的标榜词，更应切实体
现在细节中。只有回到用户体验上
来、回到产品口碑上去，共享按摩椅
才能重新赢得市场，实现健康有序
地长久发展。

（据荆楚网）

槽点一：不舒服且不卫生

针对共享按摩椅的舒适性问题，不少网民持否定
态度。在社交平台上，有网民表示，“按摩椅并不舒适，
无法调节力度”。共享按摩椅的卫生问题也是网民的
质疑点。

6月10日，广东广州一男子发视频称，他坐在广州
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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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不止一例。今年5月，有女孩在
使用商场里的共享按摩椅后，发现自己浑身起包、皮肤
瘙痒，就医后被确诊为荨麻疹。

槽点二：有安全隐患

8月3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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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
庆西站管委会回应，女乘客的一小撮头发被扯下，按摩
椅公司已向该女子道歉并取得谅解。

另有网友反映，在南京南站候车时，本想在使用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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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槽点三：使用感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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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摩椅太脏，也没人消毒清
洗”……不仅如此，一些按摩椅会不断抖动，将人反复
顶起，让部分顾客在大庭广众之下产生“社死感”。

槽点四：挤占公共休息空间

近期，有旅客反映，泰安高铁站候车厅内共享按摩
椅与普通休息座椅相比，占据比例过大，挤占了大量公
共空间。同时，个别影院、车站候车区将按摩椅安放在
核心位置或优质区域，而普通座椅则安放在较远、较边
缘位置。

槽点五：部分按摩椅涉嫌强制消费

更有网友反映，部分共享按摩椅存在使用循环语
音提示，变相强迫使用者付费的情况。

按摩椅的安放初衷是让部分有需求的市民和消费
者能够在休息区多一种选择，多一份享受，在满足公共
需求的同时也兼顾商业利益。但如何兼顾场地的公共
属性和按摩椅使用者的需求和感受，如何统筹安放数
量与安放位置，如何做到消费者使用时安全、舒适且卫
生，如何让监管部门做到监管不缺位，这些都需要进一
步深入思考。

有网友建议，公共场所可以摆放共享按摩椅，但
应当限制按摩椅的摆放数量和调整摆放位置。江苏
省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监督部工作人员龚永壮认
为，场地方对于共享按摩椅的合理布局有管理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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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使用安全是消费者的基本权益，共享按摩椅
设计方应当优先考量其安全性，并对可能产生的安全
问题做好警示提示和增加力度调节功能、不适宜人群
提示、紧急停止方式等人性化的改进措施。

公共空间本姓“公”，莫变成商业利益的“私”宅。
唯有兼顾广大群众对于公共休息空间的使用需求，统
筹共享按摩椅的质与量，才能避免共享按摩变为对群
众的“折磨”。

规范共享按摩椅 维护消费者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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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有关电影院、火车站等公共空间设置的共享
按摩椅话题引发网友热议。在共享按摩椅遍地开花的
同时，人们对它的态度，也渐渐从新鲜变成了质疑。这
项服务为何饱受诟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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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北
京的大学生许芳没想到自己
多花几元钱购买的最佳观影
座位，放置的是共享按摩
椅。她感受到的不是按摩应
有的舒适，而是不佳体验。

“买票的时候并没有任
何提示，到了现场才发现是
按摩椅，一场电影看得断断
续续，会被突然启动的按摩
椅吓到。”许芳说。

记者发现，许多电影院
为了增加非票房收入，将观
影的普通座椅换成了按摩
椅。此外，一些商场、高铁
站、旅游景点等公共场所的
共享按摩椅日渐增多，普通
座椅反倒越来越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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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由于缺乏维护，本
应提供舒适体验的按摩椅甚
至成了“伤人椅”。8月初，在
重庆火车西站，由于共享按
摩椅保护层被破坏，一名女
乘客的长发被卷入按摩椅，
整个人动弹不得，最终在众
人帮助下才得以脱困。

不少受访者表示，设置共享按摩
椅的初衷是好的，消费者可以获得方
便快捷的按摩服务。然而，一些“不
佳体验”却折射出当前共享按摩椅消
费中暗藏的诸多问题，应引起重视。

——安全卫生状况欠佳。表层
皮垫磨损严重、有异味，头发被按摩
椅卷入，用完后起荨麻疹，力度过大
导致关节不适……有过不良体验的
消费者对此颇有微词。

天津一家大型百货商场的负责人
表示，商场设置按摩椅本是希望给消
费者提供一个更舒适的休息空间，但
按摩椅厂家给商场交过入场租金后，
后续清洁维护便由厂家自身负责。

一家共享按摩椅服务商坦言，共
享按摩椅这一经营模式已经出现多

年，快速扩张后，一些按摩椅企业经
营并不理想，不同投放地的营收情况
不同，维护频率与能否盈利息息相
关，所以有一些地方确实会疏忽清洁
和维护。

——消费者权益缺保障。不少
消费者表示，在购买电影票时对座位
是否为按摩椅并不知情，商家也未提
供选择。

记者在某购票平台上购买了一
张中间座位的电影票，得知是按摩椅
后要求影院进行调换，该影院客服回
复：“可以进行调换，但只有靠边的位
置不是按摩椅，所以只能靠边坐。”

对此，天津一家电影院工作人员
说，其实并不是所有影院都配有按摩
椅，影院引进按摩椅是想满足顾客的

个性化需求，为观影群众提供更优质
的体验选择。第三方购票平台系统
暂不支持影院对座椅类型进行标注，
导致消费者在购票页面无法看到座
椅类型等信息。

——公共空间被挤占。“其实在
车站长时间等候时，有座位歇脚才是
首选，按摩可有可无。”天津市民张先
生告诉记者，身边不少人也只是把共
享按摩椅当作普通座椅使用，但按摩
椅占地面积较大，多加一把按摩椅就
要撤掉相应的普通椅子。

业内人士表示，绝大多数共享按摩
椅因其商业属性，消费者需要付费才能
享受按摩服务，如果在座椅配比上把关
不严，就会导致共享按摩椅在扩大自身
利益空间的同时挤占公共空间。

规范共享按摩椅发展

部分按摩椅问题频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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