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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時代環境變遷，健身產業發展態樣日趨多元，但糾紛也日益增多。業者提供場地

及運動設施外，另推「健身教練課程」服務。為符合消費市場所需並強化維護消費者權

益，教育部所研訂之「健身教練服務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草案)」及「健

身中心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修正草案)」，業經行政院消費者保護會審議

通過並經行政院核定在案，俟發交教育部進行公告程序後，即可上路。 

健身教練服務與健身中心定型化契約規範重點如下： 

   一、明確記載健身服務資訊 

健身業者(包括健身中心及健身教練)除應於契約明確記載契約起訖期間、服務項目(包括

健身設備、健身堂數)、總金額、教練與學員之比例、指定教練姓名等外，特別是健身場

所容留人數、未開放使用(維修中)之健身設施及健身場所投保公共意外責任險之等重要

資訊均應清楚揭露。 

   二、杜絕假分期真貸款交易 

為避免健身業者搓合消費者與第三人(例如：資融公司)進行貸款，當業者發生營運不佳

致消費者無從進行健身服務時，仍需繼續繳納分期貸款之不公平狀態，本契約明訂此時

消費者可檢具資料停止向第三人清償之所剩餘之貸款。 

   三、因應疫情增訂衡平規定 

為使健身業者因遭遇疫情無法營業，鼓勵消費者能共體時艱，不因此而行使終止契約權

利，造成健身業者之生存更加雪上加霜。乃增訂：當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一級開設並

發生社區感染時，位於該社區之直轄市、縣（市）健身中心之擁有會籍之消費者，即可

向健身業者申請暫停會籍，於停權期間，免繳月費，會籍有效期間順延，替代消費者可

主張終止契約請求健身業者退還已預繳之費用。 

   四、強化各種終止契約之事由 

為降低因終止契約所造成之消費糾紛，明訂當健身業者有業者營業場所搬遷或營業場所

總面積縮減百分之二十以上、提供之運動器材設備或指導員等少於契約約定百分之二十

以上以或有其他可歸責業者之事由，消費者行使終止契約權利時，健身業者應依未到期

時間比例、未提供服務之堂數比例計算後餘額退還予消費者，倘係可歸責於業者，消費

者並得請求違約金；惟若係不可歸責於消費者及業者雙方之事由而終止契約時，業者應

依未到期時間比例、堂數計算餘額退還予消費者，不得向消費者收取手續費、違約金或

任何名目費用。 

   五、規範業者贈品之處理 

為避免健身業者藉由贈送商品(會籍)等誘因吸引消費者締約，然而於消費者主張終止契



約時卻將贈品(會籍)價額納入計算費用額度之消費爭議。本事項明訂：當健身業者以商

品為贈品，於終止契約時，業者不得向消費者請求返還該商品價格。所贈之內容為會籍

時，所贈送之會籍期限，亦應一併納入計算。 

   六、要求業者提供履約保障機制 

業者應就預收費用 50%額度，提供履約保障。但逐堂或按月收款者或預收費用累計金額

在新臺幣五千元以下者，不在此限。 

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下稱消保處)呼籲業者，業者所提供之服務契約內容應符合前揭規

定，違反者，主管機關經令限期改正而屆期不改正者，可依消費者保護法第 56條之 1規

定處新台幣 3萬元以上 30萬元以下罰鍰，再次令限期改正而不改者，處 5萬元以上 50

萬元以下罰鍰，並得按次處罰。 

    消保處再次提醒消費者，為避免健身消費糾紛，在簽訂健身（含教練契約）契約時

應注意下列事項： 

  一、勿因業者積極行銷、優惠、人情而倉促簽訂契約。 

二、簽約前務必參考中央主管機關教育部公告之「健身中心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

記載事項」、「健身教練服務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善用 3日審

閱期間，詳細瞭解業者契約內容。 

三、務必注意契約期限：特別注意健身中心是否有約定使用期間，超過此約定使用期

間終止契約者，業者不可收取相關名目之費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