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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个抽油烟机花了1600元，
关键是还没有修好，这让李飞十
分郁闷。

今年3月份，他发现家里用
了多年的油烟机老是排烟不畅，
于是在“58同城”上找了一家家
电维修公司。维修师傅上门查看
后，说是排烟管道有问题，需要拓
宽排烟口，要收300元人工费。
没等李飞多说什么，师傅就拿出
了一根新的排烟管，快速给安上
了。“材料费和安装费900元。我
再给装一个止逆阀吧。”“这是干
什么用的？”李飞不解。“耐高温
的，能防油烟，现在新装的油烟机
都装这个。”

李飞没再说什么，可最后

一算，所有的费用加起来一共
要 1600元。维修师傅走后，李
飞上网一查，排烟管一个不过
二三十元，止逆阀最贵的才100
元。更让李飞不快的是，没用
两天，抽油烟机又不能正常使
用了，“这不是修了个寂寞吗？
我 这 1600 块 钱 是 打 了 水 漂
了。”

不甘心的李飞找了58同城
投诉，客服说会再派人去修，但
迟迟没后续，李飞又跟维修师傅
联系，对方却只答应给自己退
200元。李飞只得拨打12345热
线，市场监管部门介入后进行处
理，最终58同城同意赔付1000
元。

小病大修漫天要价 空调加氟花五千多

警惕连蒙带骗的家电维修工
空调加氟，报价五六十元最后收了五千多元；抽油烟机维修，师傅接连给

换零件，可修完没两天又坏了……上门维修，是很多家庭都会用上的服务，但
一些维修工欺负消费者不懂，小病大修、漫天要价，让市民吃了不少哑巴亏。

收费不合理，一直是消费者投
诉家电维修的主要原因，存在的问
题涉及“漫天要价”、实际收费高于
市场价等。

许多市民因为不懂技术，对产
品存在什么样的技术问题，是该修
还是该换，零件是不是真的坏了，

往往不清楚，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
就容易处于弱势地位。另外，许多
维修和安装项目存在计价标准不
统一的问题，比如是按单位还是按
量收费，市民无从查验，就会有维
修人员钻空子。

记者采访发现，在服务中，有
的市民觉得遭遇了欺诈，便向公司
申请退款，但售后进展却十分缓
慢。有的互联网维修服务平台因为
注册地并不在当地，导致售后进程
缓慢，还有的公司未在注册地址经
营，监管部门只能将其列入经营异
常名录等待后续处理。

不少网友在投诉平台上留言，

希望相关部门加大对家电安装维修
市场的监管力度和对违法行为的打
击力度，提高其违法成本。同时，网
络平台也应尽到事先审核义务，如
维修商和维修人员是否具备资质、
维修水平是否达标。若因此给消费
者造成损失，平台应承担损害赔偿
责任。

“家电维修服务，目前没有从业门槛。消费者如需售后服务该如
何找到正规渠道呢？”郭赤兵提醒，消费者可以找生产或销售企业官
网、找原购机发票提供的官方设置的客服电话，或企业微信公众号和
App上的联系方式。“如果实在不知道官方电话，还可以在市场监管总
局网站、消协网站查询，也可以直接到门店问询。不要用搜索引擎、商
务服务查号台自行查找。”

记者登录中消协官网，发现首页设置了企业售后服务电话“查验
宝”。中消协相关人士称，目前已收录了数十个家电品牌的售后维修
电话、网址和厂商地址，主要涉及消费者维修需求较大的抽油烟机、灶
具、热水器、空调等产品。消费者输入品牌名称即可查询到维修“正规
军”。 （北京晚报）

夏天来了，小宋却发现家里的
两台格力空调不制冷了，他通过网
上一查，可能是氟利昂不足。于是，
通过百度搜索联系了一家家电维修
服务公司，联系上对方，对方表示，

“修起来不贵，五六十块钱”。维修
公司随即派师傅上门进行维修。

“总共多少钱？”小宋问师傅。
但师傅围着空调转了两圈说：“修了
之后才知道。”

过了半小时，氟利昂加完了，
“你试试吧，应该好使了。”小宋一
试，的确能吹出冷风了，但师傅报出
的价格让他大吃一惊。

“上门费、维修费和加氟费一共
5160元。”原来，平台所说的“五六
十块钱”，只是一个压力单位氟利昂
的价格。“早知道要这么多的钱就不
修了，直接买新的也用不了这些
钱。”小宋不甘心，找来空调说明书，
按照上面的电话打过去。“结果官方
客服跟我说，加氟不要钱。”

小宋又仔细看了一下维修师傅
给的发票，对方是一家名叫“中意家
电维修中心”的公司。觉得上当受
骗的小宋拨打了12345投诉。经市
场监管部门调解，最终，这家维修公
司给小宋退款3000元。

预报价与实收价悬殊 空调加氟花了五千多

疏通下水道的套路也不少。詹
晶住在北京丰台一个老小区，家里
的下水道下水不畅了。于是她通过
百度平台搜索找了一位维修师傅，
对方说100元就行，情况复杂再另
外加钱。师傅来了之后先试水，没
有堵塞，但是又说下水有回音，里边
有东西，然后用机器捣鼓了几下，说
杂质通不下去，必须得用下水道溶
解剂。

“1斤120元，能溶解掉水泥块
类的杂质，但具体用多少不知道。
师傅倒了一次，我就提出疑问，下
水道没有不通，这不都流走了吗，
但师傅说会在弯口存留。”詹晶想
着倒一次，溶解一下应该差不多
了，然后师傅让她去找软管，冲水
用。等詹晶拿软管回来，1桶10斤
装的溶解剂已经用了5斤，冲了几
次水，师傅说通下去了，收费 700
元。“几分钟，大几百就没了。到底
用多少料都是师傅说了算，说多少
就是多少。”詹晶最后砍价到 660

元，“吃一堑长一智，下次一定留个
心眼儿。”

葛霞吃的亏更大，为了修理卫
生间的漏水问题，她花了上万元。

“楼下反映我们家卫生间总漏
水，我就在淘宝搜索卫生间防漏，搜
完没一会儿，微信平台就推了好几
个免拆防漏专业服务微信广告，还
说提供免费检测。”着急维修的葛霞
便联系了维修人员。上门后，师傅
拿出一个检测仪器，说有两个漏点，

“要补胶，每斤340元。”
葛霞便问需要多少钱，但师傅

只说“根据情况”。说完就开始动手
了，师傅打了两个小孔。“估计也就
最多1000元。”葛霞心想。没想到，
师傅拿出两个大桶，共70斤胶，最
后施工完竟然用了40多斤，要收一
万多元。葛霞这才意识到上了当，

“我一个女孩在家，也不敢当场理
论。”等师傅离开，葛霞马上报警，随
后还打了12315、12345，但直到现
在问题仍未解决。

趁人不注意猛倒料 一眨眼上万元没了

消费维权周期长

《家电维修服务业管理办法》
规定，家电维修经营者不得虚列、
夸大、伪造维修服务项目或内容，
不得虚报故障部件，故意替换性
能正常的部件等；2022年7月1
日起施行的《明码标价和禁止价
格欺诈规定》明确，经营者不得在
标价之外加价出售商品或者提供
服务，不得收取未予标明的费用。

中国家用电器服务维修协会
理事会主席团主席郭赤兵建议，

“在实际消费中，消费者可以要求
企业和服务人员提前出示服务价
目表和零配件耗材价格手册，可
以是电子版，但要有企业认证或
盖章，供消费者知情并自主选
择。”

此外，许多市民在寻找官方

售后渠道这一步就上当了。有的
市民本来想找官方电话，但在网
上一搜全是广告推荐。一些维修
企业花钱在搜索平台打广告，花
费越多排名越靠前，网上充斥着
冒充官方品牌维修服务的“假售
后”“假网站”。

在一些提供维修服务的平台
上，维修公司和维修师傅的资质
也是参差不齐。记者体验发现，
在58平台上发布一条维修信息
十分简单，不需要任何手续、资
质，只需进行简单描述，添加照
片，填入地址、个人联系方式，一
条信息一分钟就可以对外发布
了，市场准入毫无门槛可言。“您
还可以加入会员，我们给推荐到
显眼位置。”客服直言。

平台准入门槛低

多换零件多收费 修完不久又坏了

计价标准不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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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找到“正规军”？
维修指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