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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不起”遭遇“生存难”
家电维修业陷入两难怪圈

修家电，别找“游击队”能省不少钱在炎热的夏季，空调、
冰箱、热水器等家用电器的
使用频率高，发生故障也
多。近日，消费者刘英反
映，她家的燃气热水器坏
了，维修工反反复复修了四
五次，每次都会收取几十元
不等的维修费。刚修好时
机器运转正常，可使用一个
星期左右，又会出现这样那
样的问题。她怀疑维修工
故意“预留”故障，以增加维
修次数赚取维修费。

晚报记者 樊无敌

“没病小修”、“小病大修”是家电维修游
击队惯用的手段，这一招主要就是把家电说
得毛病百出，或把小毛病说成大故障，借机
牟利。比如电视机没声没影了，本来只需几
元钱换个保险丝就可解决问题，却被维修工
说成是某个主要部件坏了，需要换新的，因
此收取客户几百元；比如空调电容器坏了，
实际维修成本只需 100多元，但维修工仔细

“检查”一番后，却说是压缩机坏了，从而收
取用户上千元钱……

绝大部分消费者对家电内部的构造和
运作原理并不清楚，而他们对身穿厂家制服
的“正规”售后服务人员又非常信任，一般不
会表示怀疑，往往是维修工说什么就是什
么，说怎么修就怎么修。

“维修工可以毫无顾忌地行使他们的
‘瞒天过海’之术，是因为家电维修行业没有
严格的准入机制，什么人都可以干，而市场
需求量很大。”家电商情主编张国甫分析说：

“普通百姓也不知应该到什么地方去找可靠
的维修人员，被骗的人多了，大家也习以为
常了，但维修游击队的这种做法，不仅极大
地影响了行业健康发展，还损害了消费者的
利益。因此，今后消费者在维修家电时，还
是要找那些正规的维修服务站。”

目前，家电维修市场上执
行的维修价格中，除了部分合
资品牌的维修价格由厂家直
接合订，大部分产品仍以数年
前定的家用电器维修价目表
作为指导价格。维修行业收
费偏高有一定的普遍性，由于
现在家电厂商普遍采用和当
地的企业建立特约维修点的
方式进行售后服务，对品牌电
器进行带一定垄断性质的指

定维修服务。
尽管如此，不少特约维修站仍表示，整个行

业不景气已经使得家电维修从业人员的数量大
大锐减。一家品牌维修部负责人表示，“修理费
我们行业也碰到了一些生存的压力，产品价格
再降，修理费用的价格就显得突出，维修费十几
年都维持在这个收费水平，按照物价部门和行
业指导收费标准，这么多年来，维修费用没涨，
但是各种费用却在增加，包括人员的支出、成本
的上涨，所以说生存有压力。而那些价格便宜，
不注重质量的游击队就有了生存空间。”

随着家电技术的革新以及日趋白热化的
市场竞争，家电的销售价格呈现出整体下降的
趋势。

在苏宁电器，一台32英寸的国产LED液晶
彩电只要3000元左右就能买到，但过保之后的
维修费用却高达数百元，高额的报价让市民李
佳直呼吃不消，“买的LED电视机，这个月初出
现了偏色和图像变形，后来修的话说是电脑板
的问题，修修要 600 多元，我觉得负担不起的，
想想还不如不修。”

张亮家的空调出现问题，外机停止运
转。维修工检查后，说是压缩机坏了，需要更
换压缩机，费用近 2000 元。更换后，张亮留
了一个心眼，将换下的压缩机留了下来。一
次偶然的机会，他遇到一名懂维修的朋友，并
让他检查了一下。朋友将“坏掉”的压缩机重
新安装后，发现空调运转正常，压缩机根本就
没有坏。

在最近的热线电话中，家电过了保修期维
修费过高，已经成为一个投诉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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