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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张守坤

□ 本报见习记者 丁 一

  站在厕所门口，王女士愣了一会儿，直到看到有

女士从里侧的一间厕所走出来，她才确定那个是女厕

所，外侧的是男厕所。

  “尽整一堆花里胡哨的标识，看也看不懂。公共卫

生间门口标个‘男’‘女’有那么难吗？”王女士向《法治

日报》记者抱怨道。

  这是近日记者在北京三里屯附近一写字楼里看

到的一幕。

  不怪王女士看不懂，记者刚看到这里的卫生间标识

时也有些迷糊——— 男女卫生间的标识都非常简约，上面

一个小圆圈，下面一个三角形，不同的是，男卫生间的三

角形类似竖起来的等腰三角形，女卫生间的三角形类似

平放的等腰三角形。标识周围都没有文字说明。

  “我的理解是，标识有点像挺着个大肚子的是男

卫生间，那个有点像穿裙子的是女卫生间。”一位在楼

里上班的工作人员笑着说。

  记者调查发现，生活中，男女厕所的标识让人无

法一眼辨别的情况还有很多，这些标识上或周边又没

有文字或拼音说明，给人带来诸多不便。好好的公共

卫生间为什么不能明确写明“男”“女”？卫生间又是否

应该统一标识？

卫生间标识难以辨别

  “逛了半天街，急着上个厕所，一抬头，不知道进

哪个。”湖南长沙的王女士向记者回忆前不久遭遇的

一幕。厕所外的标识，都是上面一个圆，其中一个下面

两条竖线，另一个下面一个尖角。

  王女士是跟着后面来的人进的厕所。“上个厕所，

还得做个‘脑筋急转弯’，真够麻烦的。”她说。

  山东枣庄的宗阿姨近日也遇到过此类现象。“去

湖南长沙旅游，颇具艺术感的厕所标识难倒了我。我

可以理解城市需要美感、设计师想要展现创意，但这

种创意对我这种中老年人和小孩子就不太友好了。”

她说，如果因此走错厕所就尴尬了。

  记者近日在北京、天津等地走访看到，一些大型

购物中心的公共厕所标识充满设计感和未来感，但不

少都没有标注“男”“女”汉字或拼音，也没有对应汉字

的英文字母标注，而是用发光的条形、三角形灯管来

代替，这让一些急上厕所的人“犯了难”。

  “花样越来越多，让人措手不及。”多位受访的年

长者说，有时去商场上公共厕所，得跟着年轻人进厕

所，外面的标识根本看不懂。

  在网上，有关分不清厕所标识的讨论也颇为

热闹。

  “这厕所门的标识，你认识哪个是女吗”“现在没点

文化，连上厕所都不会了”……近日，一网友因分不清公

共厕所的标识而发帖。帖子中，有一张这样的图片：左侧

有一个圆圈，圆圈下方是一排竖线，竖线靠左上方形成

了一个三角形，再出现一条弧线连接三角形的最长边；

右侧不同之处在于，竖线靠右下方形成一个三角形。

  帖子引发大量网友共鸣。大家纷纷讨论自己对该

标识的看法：“一个是胸，一个是啤酒肚，我是这么辨

认的”“可以根据人的生理结构来判断，男性肩宽，所

以上宽下窄，女性胯宽，所以上窄下宽”……

  “只是上个厕所，别再为难我了！”不少网友吐

槽道。

  还有网友列出了快速识别的小技巧：有M字母或形

状的是男，W是女；在门口等着看出来的是男士还是女

士；像保洁人员那样直接喊，有没有人，我要进去了。

  宗阿姨直言，让人看不懂的设计就是失败的设

计：“这样的卫生间标识，看上去很高大上，但实用性

很差。即使是我女儿这样的年轻人，有时也分辨不出

来，老年人、孩子就更难了。我觉得厕所标‘男’‘女’文

字就行了，简单又方便。”

越高档的地方越抽象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这样让人摸不着头脑的公共

卫生间标识，多存在于饭店和商场，往往地方越高档，

抽象程度就越高。其中一些卫生间完全没有标注中

文，区分性别的标识全由抽象的图案取代，比如圆形

和三角形的组合，圆形和线条的组合，圆形和水滴形

的组合等；有的则用扑克牌、脸谱、动物简笔画；还有

的完全看不出到底是什么图案。

  为何厕所的标识会设计得让人难以辨别？

  一种观点认为，目前有些厕所已经弱化了其主要

功能。比如南京德基网红厕所，被称为厕所界的“爱马

仕”。公开信息显示，2021年耗资500万元打造的“米开

朗琪罗艺术风”厕所位于德基广场八楼，以天使和沉

思者雕像来区分男女卫生间区域。后来斥资800万元

的“森系花园风”、1200万元的“蓝调奢华宫殿风”，

2000万元“赛博朋克夜店风”的德基厕所陆续成为南

京知名网红打卡地。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城市经济与公共管理学院教

授赵秀池认为，部分商家把卫生间标识当成了一个重

要的品牌营销元素，为了猎奇、吸引眼球，给消费者留

下深刻印象而绞尽脑汁设计，各种标识花样百出。

  而看不懂的厕所标识之所以多出现在饭店和商

场，在设计师北辰看来，原因有三个：商业设施为了凸

显其特别的风格定位，营造高档或个性消费环境，带

给光临的消费者独一无二的体验；力求精准地吸引目

标客户，在每一个细节都精心构思，打磨整体VI（品

牌识别系统）设计；形成商业文化认同，促成顾客成为

会员及复购。

应做到实用艺术兼顾

  记者查询资料发现，关于厕所标识，并非没有相

关规定。

  现行国家标准GB/T10001.1—2023《公共信息图形

符号 第1部分：通用符号》对洗手间男女标识规定了应

用原则和要求。比如卫生间标识的使用规则为，使用全

身男性人形或全身女性人形，与其他符合要素组合形

成图形符号。从外形看，男性穿长裤，女性穿裙子。

  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曾表示，标准的实施和应

用，消除了不同国籍、不同民族、不同语言人们的交流

障碍，能为各类人群提供多种导向信息，从而达到以

人为本、节约时间、提高效率的目的。

  2016年出台的《城市公共厕所设计标准》也提到

公共厕所男、女进出口，应设有明显的性别标识，标识

应设置在固定的墙体上，标识的图形符号应符合现行

国家标准《环境卫生图形符号标准》的有关规定。

  明明有规定，为何很多公共卫生间标识仍让人摸

不着头脑？

  在赵秀池看来，主要原因是男厕女厕标识没有实施

强制标准，《公共信息图形符号》属于推荐性标准，《环境

卫生图形符号标准》的相关条文也不具有强制性。

  “为了方便群众，建议强制要求公共卫生间采用

《环境卫生图形符号标准》的统一标识，并把公共卫生

间统一标识列入‘交房’标准。对于难以辨识的卫生间

标识，限期进行修改。”赵秀池说。

  北辰认为，公共卫生间应当在符合国家标识规定

的原则下、在清晰明确的前提下，再结合当地文化符

号、所在区域及建筑的功能属性，做出适当的再设计。

  “公共卫生间标识可以体现对不同文化背景、不

同认知水平、不同生活习惯的个体，保持平等的尊重

和对待，照顾到不同人群的需求。在实际设计中，卫生

间标识外立面形象如不够清晰明确，可以考虑在各自

卫生间入口侧面墙壁或地面，以文字灯光、投影、彩色

地砖等形式，以明确的国家统一图像标识或汉字予以

再次提醒。”北辰说。

  中国社科院知识产权中心研究员周林说，公共卫

生间标识是时代的一面镜子，有些标识已经摆脱了长

期固有的样式，不仅反映出设计师求新的理念，也反

映出市民和城市管理者对标识多样性的宽容和理解。

标识设计只要是善意的，能让人看懂，没有特别“出

圈”造成误认，应当被允许。法无禁止即可为。

  “艺术讲究的是创新。但设计师们一定要牢记：满

足功能需求永远是第一位的，而艺术表达则是第二位

的。不可为了标新立异而牺牲公共标识应有的功能。

不仅公共卫生间标识设计是这样，任何公共设施的艺

术设计也应遵循这个原则。”周林说。

漫画/高岳  

□ 本报记者  潘从武

□ 本报通讯员 古雪丽 龚彦晨

  2023年初，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居民罗

先生花费4000多元在一家游泳健身中心办理了一张

为期一年的游泳卡，然而该健身中心直到当年9月都

没开门营业。

  因合同没法履行，罗先生要求退款，被对方拒绝。

于是，他将该健身中心诉至法院。最后，在法官的调解

下，健身中心才给罗先生退了款。

  《法治日报》记者近日调查发现，有罗先生类似经

历的消费者不在少数，不只是延迟履约，商家跑路的

也不少，很多消费者因此吃了“哑巴亏”。

  今年3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

2023年十大消费投诉热点，预付式消费是其中之一。

  预付式消费现状如何？维权难点是什么？这一困局

如何打破？记者带着问题走访了乌鲁木齐市消费市场。

卡里有余额 商家跑路了

  预付式消费，是指消费者预先向经营者支付一定

金额的款项，经营者在未来的一定时期内，按照合同

约定分次向消费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的消费模式。对

消费者来说，预付式消费折扣大、优惠多；对经营者来

说，不仅能以卡锁定客源，而且可以迅速回笼资金。

  然而，因为违规办卡、变相涨价、退费困难等问题

屡屡出现，让消费者对其“爱不起来”。

  “这是健身房的年卡，打折后2399元，送了3节私

教课；这是我家附近的网吧充值卡，充100元送50元；

这是洗浴中心的储值卡，充3000元送500元；这是咖啡

店的电子会员卡……”3月12日，乌鲁木齐市居民陈先

生向记者展示自己办理的各类预付卡。

  陈先生说，这些预付卡都有充值送金额的优惠，

算下来比单次消费优惠不少。

  “办这些预付卡时，你和商家签过合同吗？”记者问。

  “除了办健身卡时签过，其他的都没签。”陈先生

说，他还因此吃过亏。

  “我有一张××饭店的预付卡，办卡时说消费可

享受八五折会员价。有一次结账时，商家却说必须每

个月都要消费一次才能享受会员价，但在办卡时商家

根本没有提及。”陈先生说。

  记者随机走访了8家涉及预付式消费的商业场

所，发现除一家洗浴会所外，其余场所办理预付卡都

不签合同。

  记者问及“办卡后没法消费能不能退卡”，这家洗

浴会所的工作人员答复，“合同里写了‘一经办理，不

予退卡’。”

约定不明确 举证难度大

  记者走访发现，大到酒店、商超，小到理发店、餐馆，

无论经营主体规模大小、资质如何，都纷纷涌入预付式

营销的行列。但因具有“先付费，后兑现”、消费周期长、

消费不连续等特点，预付卡容易被不良商家利用。

  其中，有些商家随意收取预付款，不明确规则，也

未与消费者签订书面合同，给出的优惠多是口头约

定。一些开业时间较短的商家甚至连营业执照都没办

下来，就收取消费者的预付款。

  据自治区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秘书处副秘书

长施亮介绍，2023年自治区12315平台共受理6974件与

预付式消费相关的投诉，其中半数以上消费者没有有

效证据。

  记者还发现，有些经营者在收取消费者预付款后

会先经营一段时间，之后变更企业名称、法定代表人

等，对消费者声称因经营者变动导致原预付款不能继

续在本店消费。有的经营者以此方式连续变更，导致

消费者不仅无法正常消费，连原经营者都难找到。

  2023年12月，乌鲁木齐市新市区人民法院受理了

一起服务合同纠纷案件，消费者因办理预付卡的美容

院3次易主无法退费，与其对簿公堂。经法院判决，消

费者要回了部分预付款。

  近日，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人民法院也受理了

多起预付式消费维权案件，都是因商家跑路后预付款

不能使用引发的。

  该院立案庭(诉讼服务中心)法官边金蕊告诉记

者，这类案件的主要特点是消费者掌握的证据缺失，

不是没有书面合同，就是消费记录与被告经营主体没

有关联。即便在证据齐全的情况下法院作出胜诉判

决，也可能因人难找、无财产可供执行陷入困局，消费

者胜诉权益无法兑现。

付款须谨慎 规则待完善

  “在预付式消费时，消费者一定要选择规模较大、

证照齐全、信誉度较高、经营状况良好的商家。此外，

办卡时要理性，不要被优惠冲昏头脑。”施亮说，尽管

近些年各级消协组织经常发布消费提示和典型案例，

还是有很多消费者难以抵挡低价诱惑掉入陷阱。

  施亮呼吁，经营者应坚持诚信原则，加强行业自

律和规范管理，对预付卡的消费方式、售后服务等方

面设立明确的规则，并与消费者签订书面合同来约定

双方的权利义务。

  边金蕊提醒，防止预付式消费纠纷的发生，除经

营者诚信经营外，消费者也应增强防范意识，谨慎给

商家预先付款，切记不给私人账户转账。此外，还要注

意保留证据。

  记者了解到，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侵害消费者权

益行为处罚办法》中都有规范预付式消费的条款，若经

营者违反有关条款，市场监管部门可依法进行行政处

罚，情节严重的，还可责令停业整顿、吊销营业执照。

  不过，当前针对预付式消费经营主体作出专门规

范的，仅有2012年商务部发布的《单用途商业预付卡

管理办法(试行)》(以下简称《办法》)。

  对此，北京大成(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律师谷雨

认为，《办法》制定时间较早，不能完全适应当前情形，

如健身、美容、校外培训教育等领域并没有被纳入到

法定监管范围内，且《办法》仅针对企业法人，对个体

工商户、合伙企业等存在监管盲区。

  谷雨建议，有关部门应尽快通过制定和完善相关

法律法规，行政部门、行业协会也要加强指导规范，积

极创新消费维权机制，为消费者的权益提供法律保障。

违规办卡 变相涨价 退费困难

预付式消费“顽疾”如何破解？

□ 本报记者 孙天骄

  “一二三四五，上山打老

虎，老虎不在家，就去找它妈。

它妈想打架，就赏它妈两个大

嘴巴……”

  前段时间，有网友反映称，

自己用网络电视给孩子播放儿

歌时，竟然出现了这样一首改编

的儿歌，歌词让人感到不适。评

论中，也有不少网友认为：“怎么

会有这种儿歌？简直就是教坏小

孩的‘毒’儿歌，应该下架。”

  记者近日调查发现，类似

家长口中的“毒儿歌”并非个

例。一些儿歌中或掺杂脏话、或

宣扬暴力、或带色情词汇，还有

的歌词怪异，让不少家长直言

毁“三观”。

  在受访家长看来，听儿歌

是学龄前儿童快速建立认知的

一种有效方式。然而，这种有

“毒”的儿歌，不仅可能掺杂在

海量儿歌App的播放列表中，

在短视频平台上也充斥着不少

“恶搞”儿歌，令人防不胜防，一

旦让孩子接触，产生的负面影

响不可估量。

  “唧唧叭叭唧叭叭，麻雀

学校老师教学生练习唱着唧

叭叭……”

  浙江的姚女士有个刚满2

岁的孩子，前段时间，她带孩子

外出时用音乐软件搜儿歌专

辑，听到这首名为《麻雀学校》

的儿歌时，大为光火：“哪个品

种的麻雀是这么叫的？这明显

是故意打‘擦边球’。歌词被稚

嫩的嗓音唱出，让人觉得又低

俗又歹毒！”

  采访中，不少家长反映，

一些儿歌歌词“擦边”、内容低

俗，简直“少儿不宜”。在家长

指引下，记者在网上搜到了这

些儿歌———

  “蹦蹦邦邦邦，砰砰噗噗噗，抬起小屁股，准备发射，我

们是放屁家族……”儿歌《放屁家族》，全篇内容围绕着“放

屁”，MV的动漫画面更是一家人一直在放屁，还特意做成

了气体浑浊的“脏”效果。

  “便便是什么味道，香的，甜的，酸酸的……”儿歌《便便

歌》，探讨“便便”的颜色和味道，在MV中还把便便和蛋糕、

苹果、草莓放在了一起。相关视频下方的评论中，有人发出

质疑：“这难道不是在诱导小孩吃便便吗？”

  北京西城一名3岁孩子的母亲邓女士告诉记者，她给孩

子买的儿歌点读机，里面有一首名为《好爸爸坏爸爸》的儿

歌，歌词细听上去很不对劲：我有一个好爸爸，哪个爸爸不

骂人，哪个孩子不害怕，打是亲来骂是爱……

  “孩子还小，我觉得这种歌词会让他形成错误的亲子观

念和人际观念。如果他之后也觉得打骂是感情好的一种表

现方式，怎么办？”邓女士说。

  江苏瀛之志律师事务所律师朱丽认为，一些儿歌低俗、

恶搞的内容对少年儿童及婴幼儿的身心健康成长不利，孩

子们正处于生长发育期，尚未形成正确的“三观”，且接受能

力、模仿能力都很强，“毒”儿歌有可能扭曲儿童的认知，使

他们以丑为美、是非不分；对“毒”儿歌的不同认知，可能增

加孩子们之间出现摩擦、霸凌等情况的发生；模仿、传唱低

俗儿歌还可能造成孩子早熟等伤害。

  此外，儿歌“成人化”也让不少家长感到担忧，甚至一度成

为公众热议的话题。有个别幼儿园老师边唱边跳“宝贝宝贝我

们干一杯，此刻我只想亲吻你的嘴”，让一些家长难以接受。

  山东济南一名小学音乐教师认为：“带有明显的成人

化、社会化色彩，甚至打着低俗、暴力‘擦边球’的流行歌曲，

一定要避免让孩子接触到，以免造成不良影响，家长也要以

身作则。”

  本是给孩子听的儿歌为何成了“少儿不宜”？

  在朱丽看来，孩子们好奇心很强，也喜欢打打闹闹开玩

笑，当今社会电子产品广泛应用对孩子们也有很多影响，种

种原因导致出现不少毁“三观”的“毒”儿歌。同时，市场上缺

少符合当代潮流、朗朗上口、孩子们喜闻乐见的儿歌，优秀

儿歌长期缺席使“毒”儿歌有了一席之地。

  朱丽还提到，另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目前，我国对儿歌

的审核监管体系尚未完全建立，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儿歌对

孩子们精神世界的引领作用，因此建议教育机构、艺术机构

以及全社会都能大力创作、推广正能量的好儿歌，发挥每个

人对“毒”儿歌的社会监督作用。

  “同时也应确定明确的行政机关行使监管职责，对写

作、传播、推广‘毒’儿歌情节特别严重的，进行严厉惩处，从

法律上保障儿歌对孩子们精神世界的积极引领，提升孩子

们的艺术修养。”朱丽说。

  从调查情况来看，这些“毒”儿歌与儿童接触主要在两

个环节，一个是录制歌曲时，儿歌录制方通常会请小朋友唱

出歌词；一个是歌曲传播后，通过儿歌软件、唱片、短视频平

台等，被儿童接触到。

  在受访专家看来，从儿歌录制到儿歌传播，从儿歌创作

方到相关平台，在为孩子们营造良好的儿歌氛围方面，都应

作出积极努力。

  中国互联网协会法工委副秘书长胡钢认为，“毒”儿歌，

有的宣扬低俗、庸俗、媚俗内容，有的可能引发未成年人模

仿不安全行为和违反社会公德行为，有的诱导未成年人不

良嗜好等，危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

益，毒化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环境，涉嫌违反未成年人保护

法、网络安全法、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等法律法规。因此，

对于违法制作和肆意传播“毒”儿歌者，应当坚持快速响应、

依法制裁和协同治理。

  在朱丽看来，当今社会录制设备非常普及，使用手机随

时随地可以录制，而录制环节又较难监管，因此建议加大法

治宣传力度，普及录制违规语音、视频需要承担的相关法律

责任，规范录制行为。同时，相关执法部门和平台应当加强

监管，对“毒”儿歌及时下架查处，保护少年儿童合法权益，

净化网络空间。

  “人生的扣子从一开始就要扣好。”胡钢说，要加大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系统性和有效性，全面保护和促进

未成年人身心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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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上个厕所，别再为难我了！”
一些公共卫生间标识花里胡哨分不清男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