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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80/2021_2022__E5_85_B3_E

4_BA_8E_E7_81_AB_E8_c122_480446.htm 我，北京市嘉维律师

事务所执业律师，于2007年2月1日购买了北京至盘锦的火车

票4张，票价共计432元。2月4日，由于临时改变行程，遂到

北京火车站退票窗口将此4张火车票办理了退票手续。然而退

票过程中，火车站方面却收取了高达85元的退票费。通过查

阅大量法规资料，对火车票退票费方面的若干问题产生疑虑

种种，现发表公开意见如下： 一、火车票退票费问题的由来

及发展历程 1、自1997年12月1日《铁路客运运价规则》（铁

运[1997]102号）施行起，铁路运输企业开始收取火车票退票

费，该规则第三十三条规定：退票费按应退票价计算,每10元(

不足10元按10元计算)核收 2元/人次，2元以下的票价不退。

而后曾有人因火车票价2.5元而被扣退票费2元不满，诉诸法律

； 2、2003年1月7日，鉴于退票问题频发纠纷及社会公众的普

遍不满，国家计委向铁道部、交通部、民航总局发出《国家

计委关于规范运输业退票费有关问题的函》（计价格［2003

］23号），提出四条建议，但并没有得到相关部门的积极回

应； 3、2003年３月１５日，《京华时报》刊发了该报记者采

写的稿件《退火车票收费属霸王条款》，谈到北京市消协当

时披露了经常侵害消费者权益的十大经营者不诚信行为。“

其中，垄断经营、霸王条款等均属此列，典型案例就是铁路

强行收取２０％的退票手续费”。这样的侵权，在全国范围

内每日每时都在公开发生着。认为“铁路部门这样依靠自身

垄断地位的优势制订不公平合同条款，增加消费者责任的行



为，侵害了消费者的公平交易权。”福建、黑龙江等一些地

方消协也纷纷发表意见，称这是垄断行业为自己制定的典型

的“霸王条款”； 4、鉴于退票费引起的不满日益强烈，铁

路部门对退票费进行修改。从2006年1月1日起，将原来实行

的按应退票价计算，每10元(不足10元按10元计算)核收，收费

标准为两元/人次，改为按每张车票面额计算，收费标准

为20%(四舍五入到元)。但细算起来，于先前标准并没有实质

变化。并且，社会公众很难查到这个20％收费的依据，不知

这次修改的具体条文如何； 5、2006年10月12日，甘肃省消协

公开致函国家民航总局、兰州铁路局、甘肃省公路运输管理

局，向退票费这一“霸王条款”开炮，要求改变有关不合理

的退票费收取办法，并要求三大运输部门在10日内做出书面

答复（见2006年10月14日《工人日报》）； 6、2007年1月31日

中新网报道：中国政法大学校长助理、民商经济法学院院长

王卫国教授表示，发改委曾召集铁路、民航召开会议，最后

得出的结论显示，收取退票费是没有依据的，也就是收费不

合法； 7、有人曾做过这样统计，从2004年1月7日至15日，广

州站接受退票6.17万张，退票款520万元（见浙江在线网）。

而北京火车站某一天的售票收入是1000万元，当天退票50万

元（见《南方都市报》2004年１月１６日）。按照20%的退票

费用，退票“额外收入”数目惊人。而这仅仅是一两个火车

站的粗略统计，放眼全国，铁路部门一年因此获得的收益将

是个天文数字，十年间退票收费数额可高达数十亿元； 8、

《南风周末》于2006年8月24日曾推出“退票费标准制定是否

合理”的调查，结果95.52％的网友认为绝对不合理。而在百

度、Google网站上搜索，与“火车 退票”相关的网页高



达562,000篇、344,000项。 二、收取退票费的行为不合法 收取

火车票退票费的法律依据是前述的《铁路客运运价规则》33

条，然而，该规则与诸多法律规定相悖，其合法性让人质疑

。 1、《铁路客运运价规则》有悖于《立法法》（自2000年7

月1日起施行）之规定。 《铁路法》（自１９９１年５月１

日起施行）第二十五条规定：国家铁路的旅客、货物运输杂

费的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由国务院铁路主管部门规定。按《

铁路客运运价规则》第三十三条规定，退票费属于客运杂费

的一个收费项目。而该规则第三十二条称，客运杂费是指在

铁路运输过程中，除去旅客车票票价、行李包裹运价以外，

铁路运输企业向旅客、托运人、收货人提供的辅助作业、劳

务及物耗等所收的费用。然而依据《立法法》第四十二条，

法律解释权应属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因而，该

规则根本无权对客运杂费进行解释，其解释属无效解释，该

规则规定退票费不合法。 2、《铁路客运运价规则》33条不符

《价格法》（自1998年5月1日起施行）之相关规定。 《价格

法》第二十二条规定：政府价格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制

定政府指导价、政府定价，应当开展价格、成本调查，听取

消费者、经营者和有关方面的意见。第二十三条规定：制定

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公用事业价格、公益性服务价格、自然

垄断经营的商品价格等政府指导价、政府定价，应当建立听

证会制度，由政府价格主管部门主持，征求消费者、经营者

和有关方面的意见，论证其必要性、可行性。因此，在未经

如上法定程序而确定退票费显属不法。 3、收取退票费的行

为违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自１994年１月１日起施行）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四条对定：经营者与消费者进行交



易，应当遵循自愿、平等、公平、诚实信用的原则。第十条

规定：消费者享有公平交易的权利，消费者接受服务时，有

权获得价格合理的公平交易条件。因而，铁路运输企业根据

《铁路客运运价规则》收取退票费做法显属不公，违背了《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相关规定。 4、收取退票费的行为违反

《民法通则》（自1987年１月１日起施行）基本原则。 《民

法通则》第三条规定：当事人在民事活动中的地位平等；第

四条规定：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公平、等价有偿、诚实信用

的原则。而铁路企业依据其垄断地位收取退票费的行为显然

违背了民法最基本的平等、自愿、等价原则。 5、收取退票

费的行为违反《合同法》（自1999年10月1日起施行）原则。 

《合同法》第三条规定：合同当事人的法律地位平等，一方

不得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另一方。第四条规定：当事人依法

享有自愿订立合同的权利，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干预。

第五条规定：当事人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各方的权利和义

务。收取退票费违背了合同法的这些基本原则。 在法律的适

用上，应该是后法优于先法，上位法的效力高于下位法。作

为部门规章的《铁路客运运价规则》的效力不能高于《消费

者权益保护法》、《民法通则》、《合同法》而使用，其具

体规定更不应该背离民法的基本原则。虽然《立法法》、《

价格法》施行的时间较晚，但是为了保证法律的严肃性和统

一性，《铁路客运运价规则》应该及时修改、调整，而不能

一意孤行。 三、收取退票费的行为不合理 对于收取退票费，

相关部门列出了种种理由，然而这些理由没有充分确实的依

据，不合理的收费无异于乱收费。 1、退票费不是铁路运输

企业成本补偿。 按《铁路客运运价规则》规定，作为客运杂



费项目之一的退票费是在铁路运输过程中，铁路运输企业向

旅客提供辅助作业、劳务及物耗等所收的费用。依此判断，

退票费既不是违约金也不是赔偿金，更没有惩罚性质，而是

包括铁路运输企业的辅助作业、人力、物力三方面费用在内

的一种成本补偿。《国家计委关于规范运输业退票费有关问

题的函》中也指出，退票费应按承运人与旅客享有平等民事

行为权利，主要弥补退票环节成本、适当兼顾提高运输组织

效率的原则处理。那么，每退一次票的成本费用到底是多少

呢？一张10元的火车票和一张1000元的火车票退票过程中所

需要的人工、物力、辅助工作的成本区别到底有多大？按车

票面额20％收取退票成本费的合理依据在哪里？显然，铁路

部门并没有给我们答案。同时，我们不禁要问：春运期间乘

客享受的服务降级，是否应该获得补偿？站票与座票的价格

一样却没有享受同样的服务是否也应获得补偿？！ 2、退票

费不是手续费。 首先，退票费是手续费的说法没有法律依据

；其次，诚如上例，如果退票费是手续费的话，为何一张10

元的火车票和一张1000元的火车票退票手续相同，却相差

近198元的退票手续费？手续费是因办理相关手续而收取的费

用，相同的手续所收的费用就应该相同。 3、退票费不是违

约金。 根据法律规定，铁路旅客运输合同从售出车票时起成

立，至按票面规定运输结束旅客出站时止，为合同履行完毕

。因而，有人认为退票行为属于违反合同约定行为，所以，

退票费实是违约金。这个观点是不正确的。首先，没有法律

法规将退票费定性为违约金；其次，根据《合同法》第二百

九十五条规定：旅客因自己的原因不能按照客票记载的时间

乘坐的，应当在约定的时间内办理退票或者变更手续。《铁



路旅客运输规程》第四十八条也规定：旅客可以在始发站开

车前，特殊情况也可以在开车后两小时内，退还全部票价。

因而，退票权是法律规定的旅客权利，无需承担违约责任；

再次，根据法律规定，铁路运输企业应当保证旅客运输安全

正点，然而，现实中火车误点情况已属平常，但从来没有支

付违约金一说，又何来向退票旅客收取违约金呢？ 4、退票

费不是赔偿金、罚款。 如果退票费是赔偿金，则需要铁路部

门证明因退票给其造成了实际损失。然而，事实上，目前车

站都规定：只有在开车前6个小时才能退票，火车票退回后基

本都能够再次售出（尤其在春运期间“一票难求”的情况下

），所以根本也不存在损失。旅客提前要求退票，而运输企

业能够再次发售的客票，原则上不应收取退票费。 如果其性

质是罚款，根本与法无据，作为平等主体的铁路运输企业其

根本没有行政惩罚权。同样，如果铁路部门就此收取赔偿金

、罚款的话，那么如同家常便饭似的火车误点给旅客造成的

损失又有谁计算过，又应当由谁来赔偿呢？ 5、退票费不是

打击票贩子的有效措施。 曾有人指出，高额退票费可以有效

的打击票贩子，遏制不法分子的猖獗行为。然而，事实如何

，大家有目共睹，这并没有影响“黄牛”们的生意，相反却

侵害了大多数旅客的合法权益。再有，这种提法本身就是对

旅客的侵权和亵渎，形同于“有罪推定”，大有“宁可枉杀

一千，不漏网一个”之势。相关部门应该管好你们的嘴，别

动辄以牺牲大多数人的利益来打击什么违法犯罪。 6、退票

费不应是铁路部门分担风险的途径。 有人提出，受理退票增

加了车站方面的工作量，而且退票还会造成运输计划的波动

，甚至可能会浪费了铁路的运能，因而影响企业的效益。然



而，作为一个企业，你本来就应当独立承担经营风险，并不

得将其转嫁；而作为垄断型企业，在得到诸多优惠好处的同

时，面对经营风险更应提高其自身的防范意识和防范能力，

而不应从众多无辜、无助的旅客身上榨取利润。 四、收取退

票费之规定是显失公平的霸王条款 显失公平的合同是指一方

利用优势或者利用对方没有经验，订立的致使双方的权利义

务明显违反平等、公平、等价有偿原则，明显致对方重大不

利的合同。显失公平的合同内容严重不对价，违反了权利义

务相一致的原则，合同的内容在客观上利益失衡或者不平衡

，即一方要承担更多的义务而享受极少的权利或者在经济利

益上要遭受重大损失，而另一方则以较少的代价获得较大的

利益，承担极少的义务而获得更多的权利。鉴于显失公平的

特有性质，为保护交易安全，促进发展，维护稳定，在审判

实践中，一般应当注意：民事行为内容的显失公平，以当事

人所获利益与其所支付的代价严重不相称为基本特征。行为

内容是否显失公平，必须以行为时的实际情况予以认定。 通

过收取高额退票费牟取暴利之所以能够得逞，很大程度上与

铁路部门垄断了退票费的确定权有关。我国的铁路运输属于

垄断行业，因此，其任何收费标准都具有强制性特点，消费

者只能被动接受而没有其他选择。在消费者失去选择权，要

保证垄断行业的收费公平合理，一方面要靠国家政策、规定

的约束，另一方面则要靠征求民意??如举行价格听证会，在

广泛征求公众意见的基础上制定收费标准。进一步说，垄断

行业的任何收费都要征求民意，这是垄断行业的义务和责任

。任何权力都有自利的本能，所以对于与垄断企业有着千丝

万缕利益关联的行业主管部门的权力也应予以制约，否则必



定损害消费者利益、滋生社会不公。 退火车票收费是显失公

平的霸王条款，主要体现在： 一是强制收取，违背了平等协

商的原则。客运部门收取退票费，不举行听证会，不听取合

同对方即消费者的意见，剥夺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和平等协商

权； 二是退票费太高，违背了公平交易的原则，剥夺了消费

者的公平交易权；作为客运部门，在延误或取消航班、车次

后，均没有给消费者支付违约金，但是却强行收取高额退票

费，这种做法显失公正、公平； 三是唯利是图，缺少人性化

。 五、退火车票收费行为应当被依法制止 退火车票收费的问

题已经存在十个年头了，在此期间引发了大量的争议，接二

连三的有人将此诉诸法律，然而最终无一例外被判驳回，其

原因无非是：铁路运输企业依据《铁路客运运价规则》33条

收取退票费属合法行为。但是，问题绝非如此简单。 1、按

照效力等级，法律的效力要高于部门规章，法律具体条文不

能违背法律基本原则。 旅客的起诉，实质上是状告铁道部的

“红头文件”，但作为部门规章的《铁路客运运价规则》是

法，而基本法律的《民法通则》、《合同法》、《消费者权

益保护法》更是法。法律既包括具体条款的明确规定，也包

括法律基本原则。那么，为什么判案时所适用的法仅是《铁

路客运运价规则》33条这一条规定，而全然不顾该条文明显

违背的效力更高、更符合民法精神的《民法通则》、《合同

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十余条款？为什么只适用有

利于铁路部门的区区一条，而全然不顾维护众多旅客权益的

其他若干条款？立法是对社会资源、利益的第一次分配，而

司法的不公则可能将本已存在若干问题的法律更加扭曲。法

律人应该都知道恶法非法的道理，那么明显违背众多法律的



规则，明显损害社会大多公众利益的条款何以还能施行？ 2

、法院审判应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 法院除了依据

法律，更应依据事实来审理案件。那么事实是什么？事实是

退票收费的行为严重不合法、不合理、显失公平，铁路部门

所获利益与其所支付的代价严重不相称，其所收费用远远高

于其弥补退票环节所支付的成本。而这种现象已不再是个案

，这已是全国范围内长时间存在的普遍问题，如此的事实有

目共睹。 3、依法治国，需要司法独立，更需要法官独立。 

在依法治国方略已然提出十年的今天，中国法治化程度已今

非昔比。然而，固有的利益集团为了维护其群体利益，置全

社会公众利益于不顾，阻碍着我国民主法治发展的进程。本

人曾在国家部委工作，深深感觉到某些问题的积重难返，打

破旧有体制和利益均衡框架之艰难。因此，我理解主办法官

对火车票退票诉讼的独立审判权的有限，也能够明白法院在

如此重大的利益冲突中的两难。但是，我还是要说，社会在

进步，法治的脚步必然向前，我们诚心的希望，法院乃至法

官能够排除万难，依法独立审判，在中国法治历史进程中浓

浓的划上具有突破性意义的一笔。 4、执政为民，法律的公

平、正义应当被体现。 我们的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

是最广大人民的最根本利益的代表；我们的政府是人民的政

府，执政为民、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我们的法院是人

民的法院，我们的法官被尊称为人民法官。而法律是社会公

平、正义的体现。那么，当我们党、政府、法院以人民的名

义、以法律的名义执政办案过程中，是否要真正的考虑了人

民大众的利益？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这应当在处理退票费

个案中体现。 六、我们应该为禁止退火车票收费行为鼓与呼 



中国律师的一百年，也是中国人逐渐认知公平的一百年。中

国律师走过了漫长的历程，直到今天，在我国有12万的执业

律师为了他们当事人的权益而努力奔走。中华全国律师协会

和他代表的千万个律师，以维护公民权利为己任，忠于法律

，忠于当事人，致力于通过个案公正实现法律的普遍正义；

他们是法治社会不可缺少的力量，他们用智慧与学识赢得了

整个社会的认同和尊重。 ——２００６年“年度十大法治人

物” 专家委员会对全国律协的颁奖词 当今社会给予律师这一

法律服务职业群体极高的社会评价，作为群体中的一员，我

们应当无愧于这一职业。推进法治进程、维护社会公众利益

、为创建和谐社会尽其全力是我们每个法律人的责任和义务

。我们的政府、法院、社会团体及媒体，在行使自身职责的

同时，也应该为这个国家的进步、社会的发展尽其所能。天

下兴亡，匹夫有责。社会的进步与发展，每一个人都应当尽

到义务和责任。 对一个人的不公是对所有人的威胁，我将对

亲历的个案进行诉讼，为了所有人！我们拭目以待法院公正

的判决。孙在辰 律师2007年2月25日联系电话：51657779 呈报

：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北京市政府法制办公室、全国人大常

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最高人民法院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协会、北京市

消费者权益保护协会、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北京市律师协会 

抄送：新浪网、搜狐网、网易网、正义网、中国网、中国法

院网、中国律师网、南方周末、中国青年报、北京电视台、

北京青年报、京华时报等各大网站、媒体 案件链接： 2004

年5月20日，西北政法学院的大学生喇成霖在西安火车站售票

处购买了2004年5月21日西安至咸阳的7541次火车票一张，票



价为2.5元，因临时有事，不能按原计划乘车，因此于当日来

到西安火车站退票，然而，火车站工作人员却收取原告退票

费2元。对此，原告认为对方收取退票费的行为没有法律依据

，将西铁分局告上法庭； 2004年11月13日，法学硕士郝劲松

在北京站购买次日北京开往丰台的火车票，花费2.5元。当他

退票时，退票窗口的工作人员出具了北京铁路局退票费报销

凭证。郝劲松认为退票时，小票没有套印税务部门统一的发

票监制章，不符合规定，于是将北京铁路局告上法庭； 2005

年2月15日，律师李苏滨在北京西站购买了一张北京西至河北

廊坊的火车票，他因故无法按时乘坐火车，于次日退票，工

作人员收取2元手续费，占票面价格20%。李苏滨表示，北京

铁路局强制收取手续费而非违约金的行为没有法律依据，按

规定在发站开车前，特殊情况也可在开车后2小时内退还全部

票价。退票费应按《价格法》规定听证，否则就是“剥夺消

费者监督权的违法行为”，铁路部门收取的手续费过高，遂

向法庭起诉； 2005年12月10日，律师胡凤滨购买了从北京至

吉林的火车票，车票上附有相关内容说明，基本内容为“限

乘当日当次车，在3日内到有效”。次日，胡凤滨到北京站办

理车票改签手续，工作人员告知该票已作废，不能办理改签

手续。他只得重新购买当日的火车票前往吉林。胡律师认为

，在火车票注明的有效期内，铁路方面不为其办理火车票改

签手续，属违约行为。他将北京铁路局诉至法院。 100Test 下

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