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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报道

杭州互联网学车平台

“OK 学车”负责人失联，公

司被列入经营异常，但该公

司的 APP 一直在正常运作

（《钱江晚报》1 月 22 日《学

车平台怪事：交了钱却学不

了车》）。

上周，有20多名学员在

江干区人民法院参与诉前调

解。

钱江晚报记者了解到，

事发后，又有学员在不知情

的情况下，缴纳学费，成了新

的受害者。

公司经营出现问题后，

APP 应该怎样监管？就这

个问题，钱江晚报记者先后

采访了相关的五个部门，得

到 的 回 复 不 是“ 不 归 我 们

管”，就是“无法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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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关着门，

但 APP 还在

继续运作。

APP上交了钱，才发现学车平台有问题
小章在上海工作，1月底，他在“OK学车”的APP 上支付

6000多元，报名C1驾照的学习，“钱交了之后才看到消息说，

这个平台的老板跑路了”。

小章随后拨打平台公布的客服电话，有人接听，“客服对

我说，上海这边还在做，肯定能安排教练学车”。

小章不放心，要求退款，客服的回答是：退款目前无法办

理，公司有资金困难。但会尽量安排上车。

“客服说年后会给消息，我没办法，只好等。”让小章没有

想到的是，过了年后，他再拨打客服电话，已经无法接通，他当

初报名后，还有一个叫“OK 学车”的微信号加好友，对方当时

对他承诺：公司虽然有困难，但是可以解决，肯定是还要做的，

年后会早点安排教练。

“年初七，我再联系他，就没有回应了。”小章现在也不知

道接下来该怎么办。

小章也是事后才知道，“OK 学车”在今年 1 月 16 日就已

被工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而平台和学员们的纠纷则在

去年底就集中爆发过。

钱江晚报记者随后从江干区法院了解到，2 月 22 日，参

与诉前调解的学员共 20 多人，目前的调解结果是，学员们和

杭州东导数据技术有限公司初步达成退款协议。

五个部门都说“管不了”
2 月 18 日，钱江晚报记者再次来到 OK 学车所属公司杭

州东导数据技术有限公司，和年前一样，公司大门紧闭，门口

依旧张贴着装修的通知。

为什么公司已经出现经营问题，但APP却依旧能正常运

行，导致不知情者再次成为受害者？这样的问题该如何解决，

有没有相关部门可以监管？

钱江晚报记者就此事先后采访了江干区市场监督管理

局、杭州网络经营监督管理办公室、杭州市消保委、浙江省通

信管理局、杭州市交通局等部门。

杭州东导数据技术有限公司在江干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四

季青市场监督管理所辖区内，事发后，管理所曾介入调解，之

后又将该公司纳入经营异常名录，理由是：负责人失联，公司

实际地址与注册地不符。

对于APP问题，他们当时的答复是：不在管辖范围，他们

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但还不清楚归谁管以及怎么管。

杭州网络经营监督管理办公室的相关人员表示：他们管

理的主要还是网站，“OK学车”这个APP的问题，涉及到多个

部门协作，不是一个部门能解决的。

杭州市消保委的工作人员称，最近半年，他们已经收到关

于“OK学车”的投诉20多起，消保委能做的是发布消费预警，

问题的处理还需要职能部门介入。

浙江省通信管理局表示，他们只管通道，“OK 学车”的情

况，如果真要下架 APP,需要内容主管部门先做出其内容违

反规定的决定，然后通管部门据此作为。“但我们一般管理的

是网站的接入，APP 下架这种问题以前还没遇到过，通常都

是应用商店要承担的责任。”

杭州市交通管理局表示，“OK 学车”平台不是真正的驾

校，所以也不属于他们的管辖范围。

专家：监管部门就该这时发挥作用
随后，钱江晚报记者联系了北京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教授曾剑秋，他表示这种 APP 问题并非个案，而是普遍存在

的，“对很多创业公司，APP已经是必备产品。”

至于如何解决，曾剑秋提出了三个路径：一是遵守普遍的

法律规则，比如公司破产了，就按照破产法清算；二是公司自

律，像之前出事的共享单车，会慢慢退押金；三是依靠监管部

门，如今每个地方都有这样的信息监管部门，比如通管局、网

信办、信息产业部门等，“毫无疑问的是，监管部门要在这个时

候发挥作用。”

公司经营出了问题，APP却能继续运作、圈钱。这个谁看

了都觉得不合理的问题，处理起来竟然这么麻烦，似乎成了

“四不管”。

和那些在“ok 学车”出事前就报名的学员相比，小章觉得

更冤枉：这个 app能打开、可正常缴费，还有客服接电话，答疑

解惑。怎么看都觉得没问题，只是在缴费后才发现自己掉坑

里了。

小章想不明白，既然有关部门已经明确公司出现问题了，

为什么 app 还能一切如常？这似乎不是简单的消费者提高警

惕所能避免的。

小章这样的不明真相者应该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

个。就如北京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曾剑秋所言，这样

的事情绝非个案。

依照各个部门的回复来看，OK 学车这个 APP 可以一直

这么运作下去，消费者如果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报了名，似乎只

有哑巴吃黄连：车是学不了了，钱更别想退。而企业似乎可以

坐等“天上掉馅饼”。

上线一个APP门槛并不高，这就更需要后续监管跟得牢。

一个明显不合理的问题，却无人监管，听之任之，伤害的不仅是

消费者的权益，还让人觉得企业破坏规则，以及违规的成本未

免太低。最终伤害的则是普通人对管理部门的信任感。

明明有问题，为何没人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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