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虽然青年男女之间的感情
真挚而坦率，但青涩的恋情往往
会因为各种原因分道扬镳，甚至
老死不相往来，更有甚者闹上法
庭。近期，万宁市人民法院就受
理了一起 17 岁少女起诉 18 岁男
友的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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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两商家促销广告上写“最终解释权归本店所有”被处罚

“最终解释权”属无效条款
■本报记者 杨晓晖

“办信用卡送礼品”“报舞蹈课赠送明星导师一对一私教课”“充值越多，好礼
越多”……近期，各类商家在线上线下开启大促销。然而，记者发现，在不少商家
发布的广告中，“最终解释权归本店所有”及相似的说法频繁出现。

一直以来，消费者与商家因“最终解释权”相关条款引发过不少消费纠纷。为
何这一“霸王条款”在商业活动中屡禁不止？对此，记者走访了解情况。

说法：“最终解释权”是无效条款

记者注意到，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上，我省涉及“最终解释权”的民
事合同类纠纷判决案件有60余起，涉及的行业包括美容美发、食品
餐饮、酒店住房、租赁、物业管理等。

“商家规定自身享有‘最终解释权’是为了有一张‘护身符’，可以
为自己的过错或违法行为‘兜底’。”在海南省消费者委员会律师团副
团长、湖北维思德（海口）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王龙看来，尽管商家可
以对其所拟格式条款进行解释，但商家并无所谓的“最终解释权”。
因此，“最终解释权”条款是无效条款。

王龙介绍，今年5月1日起，《预付式消费合同管理办法》正式施
行，明确了预付消费领域长期存在的“不退款”“不转卡”“解释权归商
家”等条款均属于“霸王条款”。此外，海口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也曾发
布过多起典型案例，公开表示“最终解释权”属于侵犯消费者权益行为。

“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如果商家违规制定‘最终解释权’条款，法
律法规未作规定的，可由市场监管部门责令改正，单处或者并处警
告，违法所得3倍以下、但最高不超过3万元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
的，处以1万元以下的罚款。”王龙说。

王龙建议，消费者要擦亮眼睛，仔细阅读合同条款，增强留痕意
识。如遇到“霸王条款”，可先与商家协商要求删除该条款；如协商不
成，可以拨打12345进行投诉。

6月7日是周末，海口市解放西金棕榈广场
的一家游乐园内人声鼎沸，不少家长带着孩子
在此休闲游戏。游乐园内随处可见商家张贴的
广告海报。记者注意到，该游乐园采用的是“会
员制”的游玩方式，只要消费者免费注册了会
员，即便下次不带卡也能玩。

“每月15号会员日免费领币”“老会员每月
15日续充300元以上积分双倍”“加群享受薅羊
毛活动……”在该游乐园“会员福利”的种种规
则之下，还有一小行黑体字写着“最终解释权”
归某游乐园。

“为什么要特别标注‘最终解释权归本店所
有’？”面对记者的提问，该游乐园工作人员表
示，标注这一行字是为了解答消费者对广告内

容产生的疑问或争议。
走访过程中，不少消费者向记者反映，在遇

到消费纠纷时，商家动辄称有“最终解释权”，自
己只能“认亏”。

海口市民房女士向记者讲述了她的经历。
去年，房女士曾在某银行客户经理的推销下办
了一张信用卡。“当时客户经理跟我说，办了卡
就有旅行箱等礼品送。”在客户经理极具诱惑的
说辞下，她心动了，就办了卡。不料，办完卡后，
该客户经理称只有前50名办理信用卡的客户
可赠送旅行箱，而房女士不在50名之内。客户
经理同时拿出推销海报，上面一行小字写着“活
动最终解释权归某银行所有”。房女士觉得自
己吃了个哑巴亏。

那么，“最终解释权”真的归商家所有吗？
记者从海口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美兰分局（以下
简称“美兰分局”）获悉，海南海蓝有约超市有限
公司就因其促销海报上写了“最终解释权归本
店所有”被立案处罚。

据了解，2024年9月26日，执法人员收到
线索，称位于海口市美兰区的海南海蓝有约超
市有限公司在抖音平台上利用海报开展商品促
销活动，海报上写了“最终解释权归本店所有”，
涉嫌在促销活动中以格式合同条款排除消费者
合法权益。

经查，海南海蓝有约超市有限公司委托广
告公司制作了500张促销海报广告，并上传至
抖音平台用于促销。经认定，该公司在开展商
品促销活动过程中，以格式合同条款排除消费
者合法权益，其行为违反《合同行政监督管理办
法》的规定。对此，美兰分局依法责令该公司改
正，并罚款1000元。

2023年4月19日，海口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龙华分局（以下简称“龙华分局”）接到线索，称

该局辖区企业海南某网络公司在经营数字藏品
过程中，利用微信公众号，采用格式条款订立合
同。在格式条款中，排除消费者解释格式条款
的权利。

经查，该公司主要从事数字藏品经营活
动。为获取更多客户，该公司通过名称为“寰宇
文创”的微信公众号，于2023年3月21日发布
图文广告开展“首轮拉新”奖励活动。活动宣称

“注册时填写邀请码，实名认证并开通汇付钱包
的用户，榜单回馈藏品将从市场进行回购。”在
该则广告最后明确标示“本次活动解释权归寰
宇文创所有”。

经认定，该广告实质上是通过格式合同的
形式，对活动进行公开要约。但承诺的“榜单回
馈藏品将从市场进行回购”并没有说明回购的
方式、价格等相关内容，最后还标注“本次活动
解释权归寰宇文创所有”，排除了消费者解释格
式条款的权利。

对此，龙华分局责令该公司改正上述违法
行为，并作出罚款1万元的行政处罚。

案例：商家因“一句话”被处罚

走访：“最终解释权”依旧常见

6 月 7 日，在海口市金棕榈广场，一游乐园在前台广告里称“最
终解释权”归商家所有。 记者杨晓晖 摄

楼上空置房屋漏水致楼下损失
物业要负责任吗？

海口张先生咨询：我家楼上是空置房屋，没有业主，因下大
雨窗户未关，造成屋内积水，渗漏到楼下我家，对正在装修的房
屋造成不小损失。请问，物业应对此负责任吗？

解答：根据民法典第九百四十二条规定，物业服务人应按约
定和物业的使用性质，妥善维修、养护、清洁、绿化和经营管理物
业服务区域内的业主共有部分，维护物业服务区域内的基本秩
序，采取合理措施保护业主的人身、财产安全。民法典第二百八
十七条同时规定，业主对建设单位、物业服务企业或其他管理人
及其他业主侵害自己合法权益的行为，有权请求其承担民事责
任。

你家楼上是空置房屋，该房屋没有业主，则小区物业公司须
对该空置房屋承担管理、维护的义务。物业公司因疏忽，在大雨
前没有查看空置房屋的门窗等设施，导致该房屋积水并渗漏到
楼下，造成你的损失。你可依据物业服务合同相关约定，要求物
业公司承担相应违约赔偿责任。

老人想再婚遭子女反对
该怎么办？

三亚肖女士咨询：我今年72岁，老伴前几年去世了。后来
我认识了一个老头，经过一段时间接触和考虑，决定结婚。我
把情况告诉子女后，他们坚决反对，说如果我执意结婚，他们就
不赡养我，还要跟我断绝关系。请问，我该怎么办？

解答：婚姻自由不仅是宪法规定给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也
是民法典规定的基本婚姻制度。宪法第四十九条规定，婚姻受
国家的保护，禁止破坏婚姻自由。民法典第一千零四十六条规
定，结婚应当男女双方完全自愿，禁止任何一方对另一方加以强
迫，禁止任何组织或个人加以干涉。

只要达到法定结婚年龄，满足结婚实质性要件，公民的婚姻
自主权不容任何人干涉，当然也包括该自然人的父母、子女。赡
养父母是子女应尽的义务，如若因为你再婚，子女不履行赡养和
回家探望的义务，你可寻求法律途径，要求子女履行义务。

城镇居民协议买农村宅基地
协议是否有效？

澄迈吴先生咨询：我朋友王某是县城户口，从某村村民胡
某手中购得一处房屋。王某与胡某签订协议，约定胡某将其宅
基地连同房屋出卖给王某，款项付清后胡某即把房屋所有权证
交付王某。协议签订后，王某向胡某交付了房款，胡某将房屋
及其村镇房屋所有权证交付王某，但未办理产权过户手续。后
因政府拆迁补偿，2人产生纠纷，胡某主张协议因王某非本村村
民而无效。请问，该协议为什么无效？

解答：这涉及农村房屋买卖合同的效力。土地管理法第六
十三条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使用权不得出让、转让或者出
租用于非农建设。在我国，宅基地所有权属于农村集体所有，农
民对宅基地仅有使用权，而无所有权（包括处分权）。宅基地使
用权是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享有的权利，与特定的身份关系相联
系，非集体组织成员不享有宅基地的使用权。在“房随地走”的
情况下涉及农村私房的买卖，必然涉及宅基地使用权转让，一定
程度损害了集体经济组织的利益。

你朋友王某非该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虽王某与胡某的房屋
买卖协议属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但该合同约定因违反现行法律
强制规定而无效。因合同无效，你朋友王某和胡某应互为归还
房屋及产权证书、卖房所得款项等。双方为此产生实际损失的，
应根据过错程度追究缔约过失责任。

朋友借钱称父母可代为还钱
其父母拒绝还款违法吗？

万宁白先生咨询：朋友向我借钱，借条中写明他父母可代
为偿还。他没还钱，我找他父母要遭拒。请问，他父母拒绝还
款违法吗？

解答：民法典第四百六十五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仅对
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据此，合同约定的权利义务原则上是
由签订合同的当事人享有和承担，其他人不享有权利，也不承担
义务。但民法典没有禁止合同约定涉及第三人，为使第三人免
受不必要的损失，第三人只受其同意的义务约束，如果第三人不
同意，有权拒绝。

你朋友的父母并非借款合同当事人，有权拒绝履行未经他
们同意的还款义务。

（李成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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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咨询

一男子借女友1.1万元用于赌博不还被起诉，万宁法院判决
返还本金

明知借款用于赌博 借贷合同无效
■本报记者 李成沿

在该案中，为何1.1万借款合同不受法律保
护？为何只还本金不付利息？风某借贷存在哪些
误区？对此，海南瑞伊律师事务所律师陈积祯介
绍，根据民间借贷规定第十三条，明知借款用于违
法犯罪仍出借的合同无效，风某知晓道某借款用
于赌博，借贷合同自然无效，所以法院仅支持返还
本金。利息本质是合法借贷的资金占用补偿，非
法债务无孳息（物或权利所产生的收益）权利，所
以风某的利息诉求被驳回。

陈积祯提醒，该案中的借贷存在一些法律误
区。比如，派出所主持协商后道某虽然出具了欠
条，但因借款用于赌博是违法的，所以欠条无效，
故在出借前应当问清楚对方借款的用途，如对方
从事非法活动应立即拒绝。帮助对象解决经济
问题并不是理所应当的，情侣间借款若无书面约
定，分手后易被辩称为“赠与”，所以情侣之间的
借贷转账应备注“借款”，还应在聊天中确认何时
还款。

律师说法：非法债务无孳息权利，情侣间借款需谨慎

万宁法院立案后，审查了风某的民事主体资
格，确认风某符合民法典第十八条第二款：“十六
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以自己的劳动收入为主要
生活来源的，视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所以，风
某虽是未成年人，但有权起诉维护自己的合法权
益。

5月21日，万宁法院依法对案件进行了公开
审理。法院经审理认为该案为民间借贷纠纷。民
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遵循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不得违反法律及违背公序良俗。道某向女友
风某借款1.1万元，该款项系用于赌博并且风某对
此知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
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民间借

贷规定）第十三条：“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
院应当认定民间借贷合同无效：（四）出借人事先
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借款人借款用于违法犯罪活动
仍然提供借款的”之规定，风某明知借款用于赌博
还向道某出借案涉款项，双方就案涉借款形成的
借贷关系应认定为无效，那么就不产生利息。再
根据民法典第一百五十七条：“民事法律行为无
效、被撤销或者确定不发生效力后，行为人因该行
为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之规定，虽然案涉
借款合同无效，但道某取得的1.1万元款项应返还
给风某。

万宁法院判决道某返还风某1.1万元，驳回风
某的其他诉讼请求。

法院判决：明知借款用于违法犯罪仍出借的合同无效

家住海口的17岁少女风某中学毕业后就进
入社会工作，在工作中认识了18岁的万宁男子道
某。双方一见倾心，不久便发展成为男女朋友。
在相处过程中，风某发现道某参加网络赌博和打
牌。风某没感觉有什么大问题。

道某在一次将身上的钱输光后，把主意打到
了风某身上，开始向风某借款，还表示自己只是
偶尔没钱，许诺赌赢了就给风某购买各种物品。
道某沉迷赌博，向风某借款渐渐频繁了起来。风
某沉浸在爱河中，对道某的借款请求几乎有求必

应。
慢慢地借款数额达到了1.1万元。风某意识

到不对劲后，便要求道某还款。道某却两手一
摊，表示自己没钱。风某报警。警方对道某的赌
博行为进行处理并组织双方协商。经协商，道某
向风某出具欠条，确认道某欠风某借款本金1.1
万元，约定分期每月还款2000元，2025年5月前
还清。道某并未按照欠条约定还钱。风某无奈
之下于2025年4月27日将道某诉至万宁市人民
法院，要求还款并支付利息。

案情经过：男子向女友借款1.1万元，许诺赌赢给她买礼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