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是9月18日拍摄的“勿忘九一
八”撞钟鸣警仪式现场。

今年是“九一八”事变爆发 93 周
年。9月18日上午，“勿忘九一八”撞
钟鸣警仪式在沈阳“九·一八”历史博
物馆残历碑广场举行。

新华社记者 潘昱龙 摄

沈阳举行
“勿忘九一八”
撞钟鸣警仪式

新华社北京9月18日电（记者 张
千千 刘开雄）国家外汇管理局18日公
布的数据显示，8月份，我国跨境资金流
动更趋稳定，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
境收支顺差153亿美元。

“8 月我国主要渠道跨境资金流动
总体向好。”国家外汇管理局有关负责人
介绍，我国外贸发展态势持续向好，8月
货物贸易项下跨境资金净流入环比增长
11%；境外机构继续净增持境内债券，外
资配置人民币资产意愿保持稳定。

国家外汇局：
8月我国跨境资金流动
更趋稳定

自主报价权 暗藏安装工收入
揭秘

辅材差价大“免费安装”有条件调查

免了上门费 没免安装材料费刺客
晓丽刚刚装修完一套房子，这

是她十年来第二次装修。这次装修
经历，让她感觉有些不一样。现在
家电商家宣传的“免安装费”，和晓
丽理解的“免费安装”，完全不是一
个概念。

“我记得十年前那次装空调没
花钱，真正意义上的免费安装，打孔
都不要钱。”因为打孔不要钱，晓丽
还在没装空调的房间，让安装工人
也打了孔，以备以后使用。

但现在，墙上的每个孔都有价
钱。“您家是混凝土墙，100块钱一个
孔。”当安装工人报出打孔价格的时
候，晓丽心里一紧。她仔细核对了
相关条款，所谓“免安装费”，只是免
上门费、人工费。但是安装期间仍
会产生一系列费用。

这些费用包括但不限于：打孔

费，根据墙体材质不同，每个孔 60
元到 150 元；高空费，4 层及以上收
费，100元/台，一般300元/户封顶；
特殊场景，如拆除防护网，一般 70
元/个；还有一系列安装辅材费，如
室外机支架、加长管线等。

工人安装好两台 1 匹挂式空
调，给晓丽递上来一张安装收费单，
上面手写了各项明细：高空费 100
元/台，两台一共200元；加长连接管
530 元；室外机托架 160 元；还有保
护管10元/个，20个共200元。总计
一共花费1090元。

“最让我生气的就是这个保护
管。安装工人说空调装在阳面，怕
晒，最好用保护管，10元钱一个。我
以为就用一两个，结果用了20个。”
这1090元的安装费，足够买一台崭
新的空调了。

空调还只是开始，燃气热水器
的安装费也不少。商家表示燃气热
水器“免安装费”，但是有前提条
件。比如水路、电路、气路铺设到
位，预留接口完整，预留接口距离机
器安装位置在60厘米内等。

安装完燃气热水器，安装工人
给晓丽传来一张工整的明细单，显
示安装使用的各种管、接头、弯头等
一共花费了513元。“这里最费钱的
是两个豪华三角阀，一共 130 元。
师傅说美观耐用，现在想想完全没
必要。”513元，也能买一个小型的燃
气热水器了。

之后又是洗衣机、电视机、冰箱
等，安装完所有家电，晓丽最“喜欢”
的是冰箱。“完全免费，因为冰箱自
己能立得住，不用支架，也不用接
管，深得我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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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记者了解，北上广深的安装辅材费
上调，安装工人拥有一定的报价自主权，
都与家电安装行业的收入构成有关。表
面上，家电安装号称“免人工费”，但一线
安装工人的费用需要有人支付。

中国家用电器服务维修协会（以下简
称“中服协”）副会长赵捷告诉记者，安装
人员的收入，一般由制造企业支付的安装
结算费和安装过程中产生的配件、辅材费
构成。“部分家电产品（空调、热水器、吸油
烟机等）有着‘三分产品、七分安装’的说
法，这些产品需要专业技术人员按照规范
要求安装后才能正常使用。消费者购买
家电产品后，一般由销售企业或制造企业
安排专业安装人员上门安装。”

一般情况下，需要进行水、电、煤气等
管道连接的家电产品和嵌入式、壁挂式家
电产品，要由专业安装人员上门安装。房
屋结构和用户需求不同，家电安装环境也
不同，因此可能会产生超出标配的管材、
电线等配件和辅材，需要额外收取费用。
根据用户需求的安装位置不同，可能会产
生安装支架等辅材费用。涉及室外高空
作业（特种作业）的空调安装服务，会根据
安装环境适当收取高空作业费。

记者自行联系家电安装公司，结果发
现，某平台不同公司、不同电话，拨打过去
其实是同一公司接听。尽管有一个 266
元的安装费统一报价，但具体辅材以师傅
上门时提供的报价为准。可见，北上广深
上调的辅材费，实际上支付了上浮的人力
成本。

不过，中服协不建议消费者自行联系
家电安装，这类安装人员没有统一的收费
标准；对产品特点不了解，导致无法达到
预期效果，甚至可能存在安全隐患；无法
提供售后服务保障，可能会因为无正规的
发票或服务工单，导致法律责任不清或无
人承担，损害用户权益。

赵捷说：“按照《家用电器维修服务明
码标价规定》，正规家电企业已做到明码
标价。有些非正规服务企业可能存在乱
收费或不实行明码标价的情况。按照国
家规定，服务收费价格实行市场调节价，
由市场主体（企业）根据服务成本测算服
务收费价格，因此，服务收费价格由各企
业决定。” 据《北京晚报》

记者调查家电售后安装市场免费安装、0元安装乱象——

说好的“免费”，咋花了1000多元？
买家电、装家电，是每一个布置自己新家的消费者都要经历的过程。在客服介绍家电售后

服务时，通常会说：“我们的安装都是免人工费的。”还有的推出安装优惠，甚至“0元安装”。
但真正体验过之后，很多消费者感到被“刺伤”。“0元安装”并不是真0元，免掉了人工费、

上门费、调试费，但是还有高空费、拆除防护网费以及一大堆辅材费。

在社交媒体上，像晓丽这样被
家电安装费“刺伤”的消费者也有不
少。“在客服那儿问，都是免安装
费。实际上师傅一上门，还要收材
料费。”

频频刺伤消费者的家电品类，
集中在燃气热水器和空调上。有消
费者安装一台燃气热水器，花费了
980元。有消费者安装一台空调，光
接管就花费了1000多元。

记者在网购平台上分别研究了
十几个品牌的燃气热水器和空调，
发现除个别小店铺，其他官方店铺
的安装收费明细都已经公示，明码
标价。

具体到各种服务和辅材的收
费，各品牌间会有不同。比如高空
费，一般 4 楼及以上，每台收 100
元，每户300元封顶。也有更细的，
4层到10层，每台收100元；11层到
14 层，每台收 150 元；15 层及以上，

每台收200元。
其他辅材的价格，比如空调支

架，有的品牌从40元/套到150元/套，
有的品牌从40元/套到350元/套。

因为安装“刺客”名声在外，很
多品牌推出了安装费优惠，比如

“399封顶价”，甚至“0元安装”。但
是仔细查看小字部分，会发现优惠
都是有条件的。

比如某品牌推出的至高可省
600多元的“0元安装”，必须满足一
系列条件：打孔仅限一个，墙体厚度
不能超过 60 厘米，也不能是大理
石、玻璃等特殊墙体；加长管路不超
过2米；不包含拆装防护网等服务；
部分偏远省份不参与此活动。

在有些品牌的安装明细表中，
强调辅材的收费标准全国统一，但
北上广深上调30%。有一个空调品
牌给了安装工人较大的自主权，可
根据当地市场行情调整，幅度不超

过20%。
安装工人的自主权也让消费者

难以捉摸。兰兰在安装洗衣机的时
候，加装了 1 根加长进水管、1 根加
长排水管，共计110元。结账以后，
她发现这个收费比品牌店铺公示的
价格多了60元。于是，她投诉到客
服，最终由安装工人退了60元。

兰兰很不解，她在网上查询，辅
材价格并不会因地区不同存在差异，

“网店上的加长进水管，全国统一售
价，北京也一样。”而且，网购的辅材
价格，要比安装工人提供的便宜很
多。1米的加长进水管才卖12元。

于是，有些消费者开始尝试自
己购买辅材。但是，绝大多数家电
店铺会强调，自购辅材导致之后的
使用问题，店铺不负责。而且即便
是自购辅材，安装时也要收费。比
如有空调品牌，对消费者自购铜管，
收取20元/米的“加工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