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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金券冇得用優惠價？
儘管消費者的確是以「真金白銀」向

商戶進行預繳，但基於預繳式消費所購
買的是一種受合約條款的代用媒介，消
費者需要遵守條款才能夠兌換有關產品
或服務，因此，有使用限制的禮券及套
票不會被視作現金貨幣，使用同等面值
的禮券並不等同使用同等面值的現金。
這些限制最常見於可否與其他優惠券同
時使用、每次使用禮券的數量限制、是
否只適用於某些指定日子或時間等。
根據消委會過往個案顯示，曾有顧

客購買了面值50元的餅卡現金券，並於
其中一間分店選購了總值 50.5 元的麵
包，包括優惠價16元的長法包（原價20
元）、優惠價 12 元的瑞士卷（原價 16
元）、芝士包（15元）及腸仔包（7.5元），
正當他欲以現金券付款時，店員表示優
惠價只適用於現金付款，如使用現金券
則不能享用優惠價，故長法包及瑞士卷
均需以原價計算。該顧客其後向消委會
投訴，認為該店做法取巧，以折扣價吸
引顧客購買大量現金券，但設限制持券
人不能享用優惠價，變相抵銷現金券的
折扣。消委會其後向有關商戶跟進，獲
回覆稱已於價格牌上列出如顧客使用現
金券，產品需按原價計算，使用
條款亦已清楚印於現金券
背面。消委會提醒在
預繳購買現金券
前，需了解所有
條款，商戶
亦有責任向
購 買 者 解
釋清楚，以
免在購買後才
發現各種附加限制。

不 少 現 金
券也設有使用
期限，使用者需於有效期內使用，否則
商戶有權不接納已過期的現金券。過去
消委會便曾接獲投訴，涉及商戶與消費
者在現金禮券有效期計算上出現分歧。
王先生於某年3月10日向B公司購買3
張100元現金禮券，禮券印有該券發出
日期及12個月使用期限，當他欲於翌年
3月10日使用禮券購物時，B公司職員
卻指禮券已過期及失效。王先生認為禮
券只寫明有效期為12個月，並沒有清楚
說明是否包括發出日期當天，也沒有向
消費者解釋有效期的定義，故向消委會

投訴。
B公司其後

回覆該公司所發出的現金券有效期均為
12個月，即由發出當日起計365天（潤
年為366天），而且亦已將禮券資料存入
電腦，顯示王先生所持有的禮券有效期
至3月9日。B公司拒絕承認誤導消費
者，但願意安排與王先生和解。在購買
現金券前，應先向商戶了解清楚有效期
是如何計算，並避免留待最後一日才使
用。至於針對永久適用或沒有註明有效
期的禮券，也要密切留意商戶的營業情
況，一旦結業便要蒙受無法兌換產品及
服務的損失。

有效期邊日開始計？

近年傳統
紙張現金券逐
漸電子化，使用細則一般會以電子媒體
提供，例如商戶的網頁及電郵等。消費
者未必能在購買電子卡或電子券時清楚
了解相關條款，亦可能難以掌握餘額狀
況。過去便曾有消費者就電子卡的付款

問題向消委會投訴，
投訴人張小姐向H
公司以180元購
買 10 張面值
18元的飲品

券，店員稱若
選購18元以上

飲品只需補錢便可，並將套票以電子券
形式存入其會員電子儲值卡。
張小姐其後欲換購兩瓶售價21元的

飲品，並準備以6元現金補回差價，店
員卻指必須要由電子賬戶中的電子貨幣
扣除，由於張小姐的電子卡沒有足夠餘
額，她便只好增值，惟H公司規定每次
增值必須以100元為單位，令她深感電
子卡機制欠妥善，因為若顧客一經選擇
使用電子卡，便只能不斷增值，或是放
棄該卡的餘額，未能用盡電子幣值。她
亦不滿店員在推銷電子券時沒有解釋清
楚，因而向消委會投訴。H公司回覆稱
已在電子儲值卡申請表格列明條
款，每項消費只接受一種付款方
式，而消委會則建議商戶可就補回

差價的細則再作檢討及改善，讓消費者
更清晰了解。此外，一般電子卡只儲存
卡主有限的個人資料，部分甚至「認卡

不認人」，一旦遺失，則難以追
蹤及獲補發餘額。

電子券要增值補差價？

大部分現
金禮券都列出「如有
任何爭議，商戶保留最終決
定權」等類似的條款，個別更列明商
戶有權更改現金禮券的使用條款而毋須另行通
知。因此縱使消費者有多次使用某商戶現金禮
券的經驗，每次購買新的現金禮券時亦應注意
使用條款上是否已有更改，並衡量預繳式消費
的優惠及風險。
根據經修訂的《商品說明條例》，如商號故

意隱藏或遺漏重要資料，或以不明確（含糊）方

式提供
重要資料，因而導致消費者作出交易決定，商
戶有機會涉及誤導性遺漏。預繳式禮券及套票
上的條款明顯是會影響消費者作出交易決定的
重要資料。商戶需在消費者預繳前，提供完
整、清晰及正確的資料。如懷疑商號違反《商
品說明條例》，可聯絡消委會或香港海關。

提防條款逐啲改
消委會倡立

法設售後
冷靜
期

商 戶 一 旦
倒閉，消費者即使已

預繳，亦不如銀行等有抵押品
的債權人，在賠償優次中排在較後位置。

環顧內地及海外均有針對預繳式消費設立冷靜
期，以保障消費者的措施。例如內地在2014年初生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消費者
權益保護法》，消費者如透過網絡、電視、電話、郵購等方式購買商品，可毋須
說明理由，在7日內退貨。消委會曾提出在特定交易模式外或指定行業，例如健
身、美容及時光共享等，推行強制性冷靜期，讓消費者可在指定期限內無條件取
消涉及這些行業的預繳式合約，提升消費者的保障。2019年政府就引入強制性冷
靜期諮詢公眾，惟其後因疫情等原因，至今仍未有定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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