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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
买咨询师“支招”致关系僵化
提出退费却遭拒

23岁的赵芳告诉记者，10月初，和前

男友在一次争吵中，两人冲动之下分了手，

之后赵芳非常后悔，“我们感情还不错的，

分手也不是因为有其他人介入，没有原则

性问题，所以我当时就想着要挽回这段感

情。”赵芳说，她随手在搜索引擎上输入了

“如何挽回前任”之类的关键词，然后看到

了一家自称可以挽回感情的心理咨询公司

的广告。

与客服沟通之后，一时心急的赵芳像

是抓住了“救命稻草”，表示愿意试一试，对

方给赵芳报价3380元，称会提供为期1个

月的服务。

之后，咨询师还让赵芳签署了一份电

子合同。赵芳并未细看，便签下合同付了

款。接下来的日子里，咨询师和赵芳时有

聊天。“我会把我和前男友聊天的一些截屏

发给她，她再告诉我怎么回复。但有时候

感觉她给的都是套路，并不适合我前男友

的情况，我提醒过她，她反倒问我‘你有什

么好的方案吗’，我说没有，她就说‘那你就

按照我的来’。”

眼见着合同即将到期，赵芳和前男友

的关系并没有太大起色。10月末的一天，

前男友问赵芳能不能给他买个电脑，赵芳

看到了一丝转机，连忙问咨询师“该怎么

办”，咨询师表示“买电脑并不能解决两人

之间的问题”，提出让赵芳把钱给她，增加

一项服务，“她说会找一个专人接触我前男

友，开导他”。赵芳听信了，通过微信直接

转给咨询师3000元。

这次交费之后，咨询师还给了赵芳一

条建议，让她一改往日温和的脾气，给前男

友发一条“高冷”的信息，“大致意思是让他

这两天别找我了，说我想通了，就这么断了

吧”，赵芳疑惑了一下，但还是按照咨询师

的意思发了过去。没想到，前男友回了一

句“好”，之后，两人关系彻底陷入僵局。赵

芳慌了，但咨询师却称没有问题，还跟赵芳

说，公司的专人已经加上了她前男友的微

信，两人以朋友身份聊天、打游戏了。“我说

给我看看截图，咨询师说这是保密的，暂时

不能透露。”

直到最近一次偶然的机会，赵芳见到

了前男友，两人互相询问了近况，赵芳才知

道，最近根本没有陌生人联系过前男友，更

不存在咨询师所说的陪他聊天、打游戏的

“专人”。而前男友也知道了赵芳借住这种

“情感挽回”的公司在处理两人的关系，更

加生气，两人彻底闹掰了。

感觉受骗后，赵芳向咨询师提出要回

自己支付的6380元，“他们既没有帮我挽

回这段感情，还存在欺骗行为。”但是，咨询

师却回复说“按照公司的规定”，赵芳的费

用“是不予退还的”。赵芳质问咨询师所谓

的“专人”是编造的，对方回怼说“不聊了”，

还称“想上哪儿投诉都可以”。此外，对方

还建议赵芳“再看看合同”，并称给赵芳“制

作方案也已经消耗公司的财力物力了”。

回应
咨询师有资质但不便展示

这时候赵芳将之前签署过的电子协议

书重新看了一遍，才发现作为甲方，自己却

被提出了诸多要求。

赵芳总结了一下，这份协议中，作为甲

方的自己，权利未受到任何保护，反而是作

为提供服务的乙方，为她设置了诸多门槛，

各种“不需要负责”“不允许投诉”。

11月17日，记者以咨询者身份致电

赵芳购买服务的贝壳心理咨询（山东）有限

公司。谈及赵芳的遭遇，客服人员称“那是

同行竞争，恶意编造的假消息”，对方还表

示，按照他们的大数据统计，该公司挽回感

情的成功率平均在70%至85%。

而经客服推荐的一名高级咨询师则告

诉记者，赵芳没有成功，“是因为她没有按

照咨询师给的流程来做，执行不到位”。对

于赵芳所描述的欺骗行为，该咨询师直接

回复说“是同行的负面诋毁”。谈及挽回情

感的成功率时，该咨询师主动介绍说，一般

恋爱挽回的成功率为80%至90%，婚姻挽

回的成功率为60%至70%。问及该公司

从业人员是否有资质，咨询师自称“有心理

咨询师和婚姻咨询师的证件”，记者提出想

要查看，对方搪塞称“收费后才能展示，涉

及个人隐私”。

律师观点
小心被“霸王条款”
侵犯合法权益

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的韩骁律师表

示，“情感挽回”协议从实质上来看，是一种

委托服务合同，且有一定的道德及个人隐

私属性。根据我国合同法规定，依法成立

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如果协议是双方

当事人真实的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法

规强制性规定，合同是成立并生效的。

但韩骁律师指出，以赵芳所提供的《情

感挽回合同》为例，其中存在一定的“霸

王条款”，“这种合同实际上是一种委托

合同，根据合同法第四百一十条的规定，

委托人或者受托人享有任意解除权，而

《合同》中却约定‘甲方不得无故单方面

终止合同’。”

而就合同中还约定了“甲方如果对服

务内容有所争议的，不得向各大网站平台、

媒体，或者个人进行投诉、举报或者倾诉、

谈论，不得传播有关乙方的负面消息”，以

及“甲方不得以乙方服务结果的不满意而

要求返还咨询费用”这些细节，韩骁律师表

示，上述条款均属于“霸王条款”，“直接排

除了我们作为消费者的投诉与按照合同约

定接受服务的正当、合理的权利。”

韩骁律师进一步解释，“霸王条款”其

实不是一种法律概念，在法律中与之相对

应的概念是“格式条款”。合同法第四十条

的规定，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免除其责任、加

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该条款

无效。因此，该《情感挽回合同》中，部分免

除乙方责任，加重甲方主要责任、排除甲方

主要权利的“霸王条款”可以被认定为无效

的合同条款。

韩骁律师提示消费者，对于这种情感

服务合同，由于服务提供的特殊性，很容易

被“霸王条款”侵犯合法权益。因此，建议

消费者审慎签订此类合同，同时保留好对

方提供服务的证据以避免自身经济损失。

新华社 毛振华 王阳 潘晔

从幕后走到台前，区块链技术火热背

后，另一场“盛宴”却在暗流涌动。炒作数

字货币“割韭菜”、发行毫无价值的“空气

币”、打着区块链旗号传销诈骗……借区块

链之名的招摇撞骗大有抬头之势，有关专

家指出，监管也要与时俱进。

披“区块链”外衣炒作数字货币

“真是半年不开张，开张吃半年”……

最近，沉寂大半年的一些炒币微信群再度

活跃起来，群里七嘴八舌地议论着比特币

等数字货币的行情，跃跃欲试的表现与几

个月前销声匿迹迥然不同。

天津市民刘鹏2014年开始接触并购

买比特币，经历过多轮市场炒作吸引散户

追高后“割韭菜”。他说，购买数字货币与

其说是投资，更多时候不过是带着投机心

理与风险博弈，“无论赌输赌赢，最终大多

只剩一地鸡毛，真正赚钱的寥寥无几。”

10月25日，每枚在8000美元上下徘

徊多时的比特币突然发力，至26日一举突

破1万美元大关，最高涨幅超过30%。

截至11月18日12时，比特币总市值

超过1545亿美元，这一体量完全可与一

家知名上市公司匹敌。但备受质疑的是，

除暴涨暴跌带来投机炒作，实际应用迟迟

未见。

再度开始活跃的还有发币公司以及币

圈自媒体。近期，一些非法发币机构身处

海外，利用社交软件推销代币。“他们宣称

‘数字货币就是区块链’，这其实是对区块

链技术的有意曲解。”专家称。

针对网传人民银行已发行法定数字货

币，11月13日央行专门在其官网辟谣，人

民银行未发行法定数字货币，也未授权任

何资产交易平台进行交易。人民银行从

2014年开始研究法定数字货币，目前仍处

于研究测试过程中。

区块链成了传销诈骗“招牌”

区块链技术的火热，也让一些假借区块

链之名、行传销诈骗之实的恶行死灰复燃。

中国区块链应用研究中心理事长郭

宇航告诉记者，最近他在中部某省调研

时，该省金融部门官员透露，当地已累计

查处40多起打着区块链旗号的非法集资

案件，最严重的一起涉案金额高达20多

亿元。

不久前，一款自称“基于区块链技术开

发”的运动App被湖南长沙市有关部门立

案调查。该软件被指为“典型的金字塔传

销模型”，是传统传销手段结合“区块链”

“大健康”等新概念的结果。

类似案件今年以来呈多发态势。江苏

省苏州市、盐城市等多地破获以区块链名

义实施的诈骗案。湖南省衡阳市警方今年

5月破获一起诈骗案，作案团伙以区块链

为噱头，发行没有价值的“空气币”，募集到

价值近3.5亿元的以太坊。

在曝光的假借区块链传销、集资诈骗的

案例中，“拉人头”的特征十分明显。他们往

往利用大众不熟悉区块链但听说过比特币

“造富神话”的心理，为非法行为披上“时髦”

外衣，承诺低投入、高收益，发展下线回报更

高，不明真相者就很容易上当受骗。

行业专家称，“空气币”尽管可能真的

用了区块链技术，但发行目的却描绘得过

于宏大，如“人类健康”“重构商业模式”，几

乎不可能实现。一旦投资者入套，资金积

累到可观数量，项目发行方就有很大概率

跑路，投资者血本无归。

当前，不少上市公司有意搭上区块链

这班快车。据统计，3000多家A股上市公

司中，超过500家自称同区块链有关联，但

真正披露具体区块链业务内容且属实的只

有不到40家。“蹭热点”现象十分突出。

穿透迷雾认清本质

“区块链与比特币之间不能画等号，显

然也不等同于‘暴富’。”多位业内人士向记

者强调，区块链是一种底层技术，依托于这

种技术诞生了比特币等一众数字货币，但

不能因此就混淆在一起。

发现真相需要穿透重重迷雾。除了加

大区块链知识的普及，让大众了解并能识

别披着“区块链”外衣的传销诈骗之外，更

关键的是监管也要与时俱进。

尽管这几年针对数字货币炒作、滥发

币、传销诈骗的监管从未放松，但由于区块

链概念的复杂性以及在法律上仍处于空白

状态，传统监管方式目前看存在不小困难。

专家指出，要加强监管科技的应用。

多数以区块链为名的传销项目，都会在网

络上频繁传播、留痕，借助现有金融科技监

管手段，就有可能及时发现、查处。

炒作数字货币、发行“空气币”……

警惕借区块链之名炒作行骗

不保证成功 不允许退费 不可以投诉

数千元“情感挽回”服务暗藏霸王条款
《北京青年报》张雅

因琐事分手后，心有不甘的赵芳（化名）想要挽回感情，情急之下误信了一家

自称可以提供“情感挽回”的咨询公司。先后两次缴纳了6380元的费用后，赵芳

和前男友的关系不仅未缓和，反而陷入僵局。赵芳不解：明明自己按照咨询师的

要求和前男友接触，为何适得其反？一次偶然的机会她了解到，咨询师此前承诺

的“专人接触前男友”的服务并未兑现，就在她提出退费要求时，对方又强硬地回

复说不仅费用“不予退还”，还拿出当时赵芳签署的“协议”要挟她。

记者了解到，赵芳并不是唯一的受害人。对此，法律界人士表示，在这些所谓的“合同”或“协议”中，部分免除商家责

任，加重甲方主要责任、排除甲方主要权利的“霸王条款”可以被认定为无效的合同条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