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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家电安装收费不规范问题较为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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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 2006 年，由国家发展改
革委制定的《家用电器维修服务明
码标价规定》就已实施，其中明确
要求家电维修服务的一项服务可
分解为多个项目和标准的，应当明
确标示每一个项目和标准，禁止混
合标价或捆绑搭售。2023年，北京
市发布《北京市家用电器维修服务
明码标价规定》。

针对这一问题，各地各部门也
在持续行动。上海从8月起，集中
力量进行夏季家电维修市场专项
整治；中消协发布家电以旧换新消
费提示，提醒消费者选择正规渠道
购买家电，售后才能得以保障……

在陈音江看来，解决问题的关
键，还是在于家电企业要打破重销

售、轻售后的发展思路，重视自身
的品牌建设。无论是谁来提供安
装服务、如何收取安装费用，都需
要家电企业将售后服务和销售本
身当作同等重要的事情来看待，确
保为消费者提供优质的服务。此
外，数字化手段的应用也可以大大
降低信息差，通过在线支付、验收、
评价，消费者可更直观地了解服务
全过程。

多位受访人士表示，家电服务
行业的良性发展离不开一个更好
的标准体系。中国家用电器服务
维修协会从2002年开始一共牵头
起草了4个国家标准、24个行业标
准。但就整个家电服务业来说，这
个标准体系还不够完善，更需要与

时俱进。
针对具体的收费标准，任超建

议，未来可进一步探索明确安装费
这类附加收费的认定标准，根据不
同地区、不同行业、细分领域的情
况，授权地方、行业协会或消费者
保护组织来确定执行规范，引导市
场良性竞争。

消费者也应增强自我保护意
识，如遇到权益受损，及时与经营
者协商解决，也可向消费者协会或
有关部门投诉。对此，中国政法大
学经济法研究所所长、教授张钦昱
说，关键还是要保留好商家的承
诺、购货发票、安装清单和支付记
录等证据。

新华社北京9月1日电

免费成噱头
家电安装收费不规范问题如何解？

说是免费安装实际不免费、高空费材料费“套娃”收费……近日，不少消费者在
社交媒体反映，自己本是高高兴兴换新家电，却被安装费“刺中”，有的安装费甚至
高达商品本身价格的四成。专家建议，随着“以旧换新”政策的持续推进，家电企业
应同等重视安装等售后服务，努力为消费者提供更好的消费体验。

“买的时候没说安装要收费，
结果上门后 2000 元的热水器安
装费花了 754 元。”湖南永州市道
县的吴女士提起这段经历时仍感
不悦，“收得太多了，还不知道去
哪投诉。”

北京的贾女士也有糟心体
验。“正是看到这家空调线上店铺
写着‘透明化收费’，才敢下单，结
果还是被多收了几百块的高空作
业费。”后来问客服，贾女士才被提
醒页面下方有小字：收费标准根据
当地及安装环境情况进行协商收
费。“大热天的师傅确实不容易，我
着急用，只能先这样。”

记者调查发现，类似的问题
并 不 鲜 见 ，甚 至 已 经 成 为“ 行
规”。在小红书等社交平台，搜索

“家电安装”等关键词，大量“避

坑”帖就会出现，热水器、空调、抽
油烟机等成为消费者“吐槽”的集
中品类。据广东消委会的统计，
仅过去一年，家用电子电器投诉
件数同比增加 37480 件，其中售
后问题投诉最多的情况就包括

“安装收费混乱”。
中国家用电器服务维修协会

副会长赵捷介绍，家电安装、维修、
清洗都属于家电售后服务。记者
采访了解到，就目前中国的家电市
场，无论是线下卖场，还是线上网
店，售后与销售都是分开的。通常
销售完单后，会给售后结算费用，
用以覆盖安装和三包有效期内的
售后服务。

针对上述家电安装收费不规
范问题，华东政法大学经济法学院
教授任超认为，安装费作为家电销

售的附属收费，属于市场调节价，
法律层面没有明确的限制。但从
保护消费者权益的角度来看，经营
者应当做到在显著位置明确告知
消费者收费细则，并尊重消费者自
主选择安装服务提供者的权利。

“滑到最后一屏才能看到的小字、
不按标准执行等，显然都是不太合
理的。”

此外，新型家电的出现，也给
家电安装带来了新问题。一位西
门子品牌经理说，嵌入式家电对安
装要求高，尺寸稍有不当，要么装
不进去，要么无法正常工作，且牵
涉橱柜制作方等，更容易扯皮。“一
些消费者对扫地机等新型家电的
安装还较陌生，也容易‘踩坑’。”安
徽某家电销售经理介绍。

记者了解到，目前，市面上提
供的家电安装服务主要有三种方
式。一位京东家电家居事业群的
产品经理介绍：“要么是销售商负
责安装，比如京东对某些签订了
协议的家电厂商可以做到‘送装
一体’；要么家电企业自己在接到
订单后负责安装；或是交由第三
方安装。”

然而，无论是上述哪种方式，
对并不精通家电知识的消费者来
说，安装服务提供者无疑是更拥有
信息优势的一方。加之名目繁多
的收费项目、含糊不清的配件费
用，让本该公平透明的服务成了一
笔“糊涂账”。

售后师傅同样有苦难言。有
着 15 年家电行业从业经验的杨
彦朋给记者举了个例子，当一位
师傅安装完成，收取 150 元人工
费、配件 10 元时，有的消费者常
会感叹人工费太高。但有时候师
傅换用一个零组件，收取更高额
的配件费时，消费者却会觉得很
值得。“实际上，消费者有时并不
太了解售后服务中的技术价值。”
赵捷表示。

导致家电安装服务不尽如人
意的一大原因是一些家电企业对
售后问题的不重视。苏宁易购吉
林地区管理中心公共事务部总监
王晓超说：“虽然目前市面上规模

较大的家电品牌都有着较为完善
的售后服务体系，但并不代表所有
品牌对此都有保障。”

家电售后服务的人工成本越
来越高，但实际上安装结算的费用
却增长滞后。“部分企业外包安装
费的结算标准至今还保持在2008
年的水平。”赵捷也证明了这一点。

业内人士认为，安装费用问题
的成因来自多方面。中国法学会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
长陈音江说，家电安装客单小、服
务商流动性强、监管难度大、消费
者投诉困难多等原因都影响着问
题的解决，“本质上看还是行业还
不够规范、诚信”。

新华社北京9月2日电（记者 阳娜）北京市市
场监管局2日发布消息称，今年以来，北京市场监管
部门推进电子计价秤综合整治，全方位打击“缺斤短
两”违法行为，共检查集贸市场、商场超市、其他经营
商户等2743家，检查电子计价秤16999台，查处电子
计价秤计量违法行为案件109件。

在北京市市场监管局披露的典型案例中，海淀
区市场监管局今年 6 月在对一便民市场检查中发
现，一经营商户使用的电子秤存在作弊功能，执法人
员现场将500g标准砝码放在涉案电子秤上发现称
重显示为 600g。根据当事人操作，按电子秤上的

“M1”键后，把500g标准砝码放到涉案电子秤上，称
重显示为 550g，按电子秤上的“M2”键后，显示为
600g。相关市场监管部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计
量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实施细则》相关规
定，责令当事人改正违法行为，没收涉案电子计价秤
及违法所得，并处相应罚款。

除以上案例外，朝阳区市场监管局根据线索开
展调查发现，某农贸大厅水产摊位非法将电子秤改
成作弊秤，以欺骗消费者，市场监管部门对当事人作
出没收计量器具、没收违法所得并处相应罚款的行
政处罚；密云区市场监管局对某市场海鲜摊位进行
现场检查时发现，一商户使用的电子秤称重显示数
据超过国家规定的允许误差，市场监管部门对当事
人作出没收计量器具并处罚款的行政处罚。

北京今年电子计价秤
综合整治以来
查处违法案件109件

辽宁整合优化
吸纳就业补贴
和扩岗补助政策

新华社沈阳9月2日电 （记者 白涌泉）近日，
辽宁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与辽宁省教育厅等部
门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做好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
业创业工作的通知》，提出整合优化吸纳就业补贴和
扩岗补助政策、完善青年就业见习补贴政策等一揽
子政策措施，进一步完善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就
业创业服务体系。

对招用毕业年度及离校2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
生及16岁～24岁登记失业青年，签订劳动合同，并
按规定为其足额缴纳3个月以上的职工养老、失业、
工伤保险费的企业，可申请享受一次性扩岗补助，补
贴标准为每人不超过1500元，政策执行至2025年12
月31日。继续面向2025届毕业学年高校毕业生开
发院校类见习岗位，优化见习补贴政策，非院校类单
位开发的见习岗位见习期限为3至12个月，见习期
满留用率50%（含50%）以下的补贴标准为每人每月
1500 元，留用率超过 50%的补贴标准为每人每月
2300元；院校类见习单位开发的见习岗位见习期限
为3个月，补贴标准为每人每月1150元。对距见习
协议确定的见习期不足三分之一时，与见习人员签
订劳动合同实现稳定就业的，可按协议确定的最长
期限给予剩余期限见习补贴，政策受理期限截至
2025年12月31日。

鼓励符合条件的高校毕业生参加职业技能培训
评价，参加3至6个月的专业转换及技能提升培训
的，按规定给予每人每月500元至2000元培训补贴；
参加不低于30学时的企业新录用职工岗位技能培
训并取得合格证书的，按照每人300元标准给予企
业培训补贴；新型学徒制培训期满取得职业资格证
书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按照每人每年中级工
5000元、高级工6000元标准给予企业培训补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