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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家居·关注

心声：期待商家明码实价
李林表示，这样高价低折的行为，让她“很受伤”。
一位家装建材行业的业内人士向记者说，把价格标得虚高，已经成为行业“潜规则”，比

如一套品牌卫浴动辄上万元，但如果有亲戚、朋友购买，三四千就可以搞定。
不过在他看来，自己也有“难言之隐”：即使我们标了实价，消费者也还是要还价，这是

人们的正常心理，一旦不给大家留还价的空间，往往就会失去顾客。
针对这种现象，郑州市家装协会的负责人告诉记者，这种行为不仅侵犯了消费者的知

情权和公平交易权，更导致了家居市场的混乱，致使消费者对商家的信任度大大降低。
然而，不少消费者坦言，“即便现在真的有商家明码实价，自己也不一定会买，因为在打

折和没有打折这两种情况出现时，我还是会选择优惠的店家，只有整个市场都开始明码标
价了，我们才能不予讨价还价，放心购买，这是市场大环境决定的。”

在矛盾犹存甚至短时间内尚难以解决的当下，一些重视品牌形象和美誉度的企业，在
节假日推出适时优惠的同时，则把更多的精力集中到为消费者提供高品质的商品与服务。

提醒：别为“小赠品”买了没用的大物件
家居业快速发展的进程中，难免鱼龙混杂，那么面对商家推出的高价低折、返券的优

惠，消费者要怎样才能做到不贪小便宜吃大亏？
返券是商家提供给消费者的一个购物抵用券，顾客再添一点钱就可以买到另一件商品

同时再返券，这是商家的一个聪明的手法，如果你只想购买一件产品，就别被此项活动所诱
惑，否则将会没完没了的买东西。

现实中，还有消费者往往会因贪恋“小赠品”而购买了一件不怎么用得着的大物件：商
家在推销一件主打商品时，喜欢搭送一些小件商品以勾起消费者的购买欲望，如果在选购
时碰到此类搭售行为，一定要遵循“有用就领，没用不贪恋”的原则。

逛建材市场时，经常也会遇到某一家品牌的单品抛出极为优惠的低价，消费者一般都
难抵诱惑。“一款沙发很漂亮，店家称是库存精品特价1200元，我头脑一热，就买了，暂不论
是否真的实惠，运回家才看出来与自己的装修风格极为不匹配。”市民刘女士后悔不已。

因此，在双节将至，家居卖场中的优惠信息铺天盖地的当下，一定要做到只买自己需要
的，切不可追求价格而随心所欲地购买。

长假将至，打折手段眼花缭乱

促销，遇见陷阱您得绕着走
双节将至，郑州各家居卖

场以及家具、建材商们都纷纷
推出打折优惠活动，“用99元
买990元的花洒”、“地板四折
起”、“淋浴房七折起”……各
种优惠让人眼花缭乱。

不过，却有消费者致电本
报，愤怒地表示遭遇了“高价
低折”的欺骗行为。

那么，在期待市场能够明
码实价的同时，如何面对花样
繁多的促销“诱惑”，也需要一
番智慧的较量。

晚报记者 王亚平

现象：“高价低折”事件频现
上周，市民李林刚把卫浴产品购买完搬回家，兴奋劲还没过就被朋友刺激了一通，“原

来购买的一款花洒，与朋友4月份买的是同一款，这还不要紧，关键是她当时几乎没有折扣
优惠的价格竟然与我现在七折后付款的价格相差无几。”

看来，她遭遇了商家的“高价低折”，这种现象在各行业产品的销售中，都颇为常见，尤
其是在旺季或者反季销售时。

上周日，记者在郑汴路建材市场遇到了正在挑选卫浴产品的市民赵亮，“为装修房子，
我经常逛建材市场，中端品牌的打折促销活动挺常见，目前又有不少商家打着‘中秋、国庆’
的旗号，这对我的吸引力已经不大了，关键还是看产品。”

“商家基于对消费者心理的了解和把握，往往会在打折商品换上新的高价标签，让大家
以为占了很大便宜。”有专家表示，“不过，当前节日营销盛行，一年大大小小的节日又多达
十多个，似乎到处都是八折、五折甚至三折，庞大的促销活动数量在给商家带来销量的同
时，消费者也应该看到产品售价的水分很大，从而提高警惕。”

在走访中，一位不愿具名的洁具销售人员表示，现在很少有商家还以标的价格为准，基
本都是抬高售价然后大幅打折。

给优惠商品换
上新的高价标签，
让买家觉得占了大
便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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