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你出去吃饭有没有被收过餐具费？最
近，在河北石家庄，大学生小张和同伴在餐厅
吃饭，餐厅要收餐具费，每套1元，于是小张
等人在结账后将4套餐具全都打包带走。

小张表示，结账的时候询问过店员餐具
是否可以带走，店员说可以。既然餐具付了
钱，就得“一块钱都不白花”。相关话题上了
热搜，评论区里不少网友叫好，可见很多人

“苦餐具费久矣”。
网友吐槽

“刚坐下来什么都没干，就花了十几块”
有网友吐槽：“有没有人管管这个餐具费、

餐位费、纸巾费？刚坐下来什么都没干就花了
十几块。”“对餐具进行清洁和消毒是饭店的义
务，现在却变成了付费项目。”“而且有的餐厅
收了钱也没见多干净……”餐具费这个收费名
目并不新鲜，甚至很多人已经“被迫习惯”了。

调查发现，有的餐厅需要扫码点餐，扫码
后顾客还没将菜品加入购物车，账单中就直
接显示出几元一位的餐具费，而且顾客没法
将这笔费用取消勾选。而餐厅的服务人员
说，没有遇到过顾客对这笔费用提出质疑，还
有顾客表示理解。

类似于“餐具费”的，还有“餐位费”“茶水
费”等。不少消费者认为一元至几元不等的

“餐位费”“餐具费”，与动辄几百上千的餐食
费用相比不值一提，也不会与商家仔细“掰
扯”，照单结账。

对此，有消保委人士认为，从常识判断，
事件中支付的 1 元，或是餐具使用费亦或是
消毒费，而不可能是餐具所有权费。消费者
维权意识高值得称赞，但拿走餐具的行为不
太可取。此事引发关注，究其原因还是该类
费用的收取存在争议。

收取“餐具费”现象已是司空见惯，但并
不代表合理正当。《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
法》并没有禁止商家收取餐具费，但商家一味
地以“餐具费”之名将经营成本转嫁给消费者
显然也不合理。鉴于法律规定较为模糊，实
践中各地法规条例也规定不一，在收取“餐具
费”一事上，商家更应充分保障消费者的知情
权与选择权，如确有“餐具费”“餐位费”等，应
提前告知，明码标价，而不是遮遮掩掩，在最
后的账单中“背刺”消费者；消费者可根据情
况选择消毒餐具或者免费餐具，如遇收费商
家却未明确告知收费标准情形时，可以投诉
维权。

律师说法
餐具费到底该不该花
法律上是这样规定的

对于上述大学生的举动是否合法合理，
北京市中同律师事务所律师李莉表示，关于
合法性上，大学生经过餐厅服务员允许打包
带走餐具，不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但该事
件中 1 元餐具费，如果是用于购买一次性餐
具的，消费者付费后取得餐具所有权，其有权
带走。但如果该1元钱是餐具使用费或是消
毒费，而不是购买餐具的费用，则消费者付费
后不能取得该餐具的所有权，故此，其取走餐
具的行为合理性上欠妥。

那么餐厅餐具收费又是否合规呢？李莉
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五十
六条第二款规定：“餐饮服务提供者应当按照
要求对餐具、饮具进行清洗消毒，不得使用未
经清洗消毒的餐具、饮具；餐饮服务提供者委
托清洗消毒餐具、饮具的，应当委托符合本法
规定条件的餐具、饮具集中消毒服务单位。”
从该规定理解，餐厅作为餐饮服务提供者有
对餐具、饮具进行清洗消毒的义务，其不应将
清洗消毒的责任转嫁给消费者，使用集中消
毒套装收费餐具的经营者应当同时提供免费
已消毒餐具供消费者选择。

同时，另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十
六条第三款：“经营者向消费者提供商品或者
服务，应当恪守社会公德，诚信经营，保障消
费者的合法权益；不得设定不公平、不合理的
交易条件，不得强制交易。”如果在该事件中，
餐厅只提供该收费餐具，作为就餐者而言该
餐具费的收取具有强制性，如不缴纳则无法
正常就餐，则是违法的。

事实上，餐具费只是消费者在就餐过程
中遇到的收费项目之一。其他收费可能还会
包括餐位费、茶位费、调料费、纸巾等。那么，
餐厅内的哪些收费合理，又有哪些收费是不
合理的呢？

对此，李莉指出，目前未有全国性的法律
规定直接禁止餐厅收取该种费用，但《消费者

权益保护法》第二十条第三款规定：“经营者
提供商品或者服务应当明码标价。”且《消费
者权益保护法》第十六条第三款规定不能强
制交易，餐厅收取相关费用前应明码标价并
应给与消费者选择权，如不支付相应费用即
不能正常就餐，则可能属于强制交易。

不过，在部分地区，收取设备使用费则是
被明令禁止的。李莉补充道，有些地方性法规
如《吉林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第三十八条
规定：“从事餐饮服务的经营者，应当为消费者
提供卫生、安全的就餐消费环境，不得有下列

行为：提供收费的或者不符合卫生安全标准的
餐具；拒绝消费者自带酒水或者加收费用；设
置最低消费；在餐饮价格外收取房间费、空调
费、餐位费、消毒餐具费等设施设备的使用费
用；其他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

这份较真值得珍惜 我们都是这种较真
的受益者

从00后“整顿”职场，到00后“整顿”餐饮
业，表面看都是年少轻狂“不懂事”，但是很多
时候，现实社会缺乏的恰恰就是这一份较真
精神。我们需要做敢于打破潜规则，向不合

理的、侵犯个人权益的现象说不的人。
还要看到，这也是法治意识的觉醒。这

些试图带走餐具的大学生，是先询问了能否
带走餐具后才以此行为维护权益；而整顿职
场的年轻人，常常也是看到《劳动法》的诸多
规定被视而不见，他们觉得法律应该被尊重
和遵守。如果法律里写的是一套，现实中行
使另一套的却大有人在，那这不是我们想要
的世界。

我们或许还应该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
这类较真的行为，贴上了 00 后的群体标签？
这里当然有着“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因素，但
站在更“成熟”人群的角度来讲，很多时候，我
们是不是变成了自己当年讨厌的人？或者
说，选择向现实低头，失去了追求一种理想状
态的勇气？

当潜规则盛行时，往往久在其中之人会
不自知，甚至在潜移默化中逐渐成为潜规则
的一部分，有时还会以过来人的身份劝慰“初
来乍到”的年轻人：世界就是这样的，我们都
是这么过来的。

当然，也许这些年轻人的有限举动无法
彻底改变现状，但是他们至少让我们意识到
了，还存在那么一小撮较真的人。要知道，更
早些时候，饭店里的餐具也是不收费的，而所
谓 996、007、大小周等，也只是近些年的产
物。现在，一些地方的一些企业正在好转，这
离不开那些较真的人，我们都是这种较真的
受益者。不是吗？ 本报综合消息

为了购买心爱的摩托车，河南郑州一名
刚满18 岁的男生，将爷爷留给他的一套房
产几乎半价售出。他的父母发现后，立即找
到买方要求撤销买卖合同，结果被拒绝。经
多次协商无果后，男生一家将买方诉至法
院。那么这笔买卖到底算不算数呢？

1818岁男生卖名下房产岁男生卖名下房产 家人申请撤销家人申请撤销

小李的心里一直有个愿望，拥有一辆属
于自己的摩托车，并且不是普通的代步工
具，而是一辆可以玩特技的摩托车，这样的
摩托车价格昂贵，好一些的要十几甚至几十
万元。小李的父母并不支持小李的想法，他
们担心这对孩子来说太过危险，还可能会影
响学业。

父母的反对没能让小李改变心意。
2022年初，刚满18岁的小李经朋友介绍，认
识了一名姓王的男子，他从这位王先生的口
中得知，可以“作抵押”解决买摩托车的资金
难题。不过，自己有什么贵重物品能抵押
呢？小李想到，自己名下有一套房产。据
悉，这个房子是小李的爷爷生前留给小李
的，房子在郑州市中心，位置相当不错。

起初，小李想抵押这套房产给王先生，
买辆几万元的摩托车过过瘾。但当王先生
告诉小李这套房子可以卖到50 万元时，小
李最终禁不住诱惑，决定瞒着父母将房子卖
给这位王先生。双方去房管局进行交易的
当天，小李没有带身份证，没法办理过户业
务。不过此时，王先生却拿出了早已准备好
的三份合同。

王先生让小李签的三份合同分别是《借
款合同》《郑州市房屋抵押合同》以及《房屋买
卖合同》。其中《借款合同》中写着，借款金额
为52万元，每月利息2%，以及小李自愿将房
产抵押给王先生，作为借款的抵押物。王先
生告诉小李，如果他签下这几份合同，当场就
能拿到钱款，这让小李心动不已。就这样，
2022年4月25日当天，签完三份合同后，王先
生给小李转去了35万元，并约定剩下的17万
元随后交付。随后，小李就用这笔钱买了两
辆摩托车，每辆车的价格都将近10万元。

没过几天，小李的父母发现，儿子竟然
骑着一辆价格不菲的摩托车。追问之下，小
李这才坦白，他已经将名下房产以52 万元
的价格卖掉了。又气又恼的小李父母找到
了买家王先生，要求解除合同，但是王先生
并不同意，并且已经将房产过户给了一位赵
先生。2022年6月，小李的父母将王先生和
赵先生告上了法庭。

合同能否撤销合同能否撤销 双方各执一词双方各执一词

法院审查发现，小李已经在王先生的要

求下，配合将房产转手给了王先生的同乡赵
先生。小李父母认为，小李是上了王先生的
当，才会低价卖房，他们签订的《房屋买卖合
同》不能作数。而王先生觉得，小李是为了
变现，自愿将房产出售给自己的，这合同怎
么能说撤销就撤销呢？

2022年9月，金水区人民法院杨金法庭
开庭审理了此案。被告之一的赵先生并未
到庭应诉，视为放弃抗辩权利。庭审上，针
对双方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是否具有法律
效力、是否应当撤销等焦点问题，原被告双
方各执一词。

原告方认为，小李的目的很明确，就
是向对方借钱购买摩托车，双方是民间借
贷关系。也就是说，房子是小李为了借款
而抵押给王先生的，并没有要买卖的意
图，因此应当撤销房屋买卖合同，将房子
物归原主。

原告方称，卖房的事被小李父母发现
时，王先生还有17 万元没有结清。但是就
在孩子父母找到王先生交涉的过程中，王
先生多次私下找到小李施压，让小李继续
履行合同、并配合王先生将房屋过户至赵
先生——也就是被告二的名下。

原告方认为，小李当时刚满18岁周岁，
涉世未深，更不清楚房屋价值以及房产交易
流程。被告王先生明知小李无还款能力，却
以借款为诱饵，让小李以52 万元的价格出
售房产，这样的合同是不具备法律效力的。

不过对此，被告王先生并不这么认为。
被告方辩称，王先生和小李之间的法律关系
为房屋买卖合同关系，该合同已经实际履
行，购房款已经支付完毕，不符合合同解除
或撤销的条件。并且，小李已经成年，属于
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完全具备处置该房屋
的民事行为能力。

王先生还表示，自己与原告之间只存在
房屋买卖合同关系，不存在借贷，因为他觉
得原告并没有偿还能力。他们双方签订的
房屋买卖合同，完全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
示，并且他已经向原告小李支付了购房款
52万元。

合同是最初意思的表达合同是最初意思的表达 但是否具备法但是否具备法
律效力律效力？？

签订合同时，小李已经成年，合同也已
经履行完毕，这种情况下，房屋买卖合同是
否应当被撤销？法院对此会如何认定呢？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速裁团队法官
何萌表示，他们查询了这套房屋市场价格，
根据相关平台，案涉房屋在 2021 年到 2023
年期间所有的成交价格，最低时单价11900
多元，最高时可以达到18000多元。结合本

案中房屋的面积，房屋的总价值在93 万元
到140多万元之间。

办案法官在对房产进行调查后发现，合
同涉及的这处房产位于郑州市区主干道，地
理位置优越。王先生和小李合同约定的房
屋价格，仅是市场正常价格的一半左右。并
且，王先生之前曾做过二手房中介，对于这
套房产的价格，他应该是非常清楚的。

何萌说，被告支付购房款比较利索，在
合同签订当天就支付了35 万元，过户完之
后又支付了尾款17 万元，这一系列行为表
明被告非常急于求成，对这个房子也是势在
必得。

不过同时，从小李与王先生的聊天记录
可以看出，小李确实有意出卖房屋来购买摩
托车。法院审理认为，原被告双方之间的房
屋买卖合同，的确是双方最初的意思表达。
那么，这是否意味着他们签订的合同也具备
法律效力呢？

双方处于不对等地位双方处于不对等地位 合同的订立显失合同的订立显失
公平公平

法官何萌认为，小李是无偿获得房屋
的，因此他根本不知道这个房屋的价值。从
这个角度看，法院认为，一个高三的毕业生
和一个二手房中介，他们对这个房屋的价值
判断是明显不对等的。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百
五十一条规定，一方利用对方处于危困状
态、缺乏判断能力等情形，致使民事法律行
为成立时显失公平的，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
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

法院审理认为，虽然表面上双方签订的
是民事交易合同，内容也没有违反相关的法
律法规。但从深层次看，这次交易双方处于
不对等的地位，因而该房屋买卖合同的订立
显失公平。2022年11月，郑州市金水区人
民法院对案件作出判决。

第一，撤销原告小李与被告王先生于
2022年4月25日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第
二，撤销原告小李与被告赵先生于2022年6
月1日签订的郑州市存量房买卖合同。一
审判决作出后，被告王先生与被告赵先生，
同时向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了上诉，郑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后，驳回上诉，维
持原判。

因为想凑钱买摩托车，最终差点“促销
价”卖掉一套房，小李意识到了自己的不理
智行为，也对此十分后悔。法官提醒，家长
可以引导孩子树立良好的消费观、价值观，
这有助于他们在面对复杂问题时作出理智
的判断。

本报综合消息

00后开始“整顿”餐饮业？

18岁男生为买摩托车半价卖房 合同是否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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