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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吉森

本市连日高温预警，不少居民有安
装、维修空调的需求。

河西区居民陈先生反映，他从网上
找到维修师傅给空调移机，师傅在电话
里说“安装费200元”。然而，在实际操
作时，师傅又说：“空调的管线不够长，需
要加长。每米100元，加4米需要加收
400元。”师傅还建议给空调加制冷剂，
否则制冷效果没有保障，于是，师傅给空
调加了3个大气压的制冷剂，又收费300
元。最后，师傅又说，陈先生住的楼层
高，要收高空作业费200元，就这样，陈
先生总共需要支付1100元。超过1000
元的收费，令陈先生无法接受，他认为这
其中存在着欺诈行为。

这不是个例。随着大量安装、维修
人员上网招揽业务，家具家电安装维修、
下水道疏通、搬家开锁等行业进一步走
向零散化。随之而来的是大量居民反映
遭遇过网约师傅上门服务时坐地起价、
小病大修等情况，修一个灯具要200元
以上，疏通一次下水道要300元以上，搬
一次家要中途加价，索要楼层费、拆装费
等费用。居民有苦难言，只能任由师傅
开价。而且不少师傅在网络上使用虚拟
号码，收费后立即失去联系，即使出现服
务质量问题，事后居民也难以维权。相
关人士建议，市场监管部门应加强监管，
网络平台也应对此类服务实行实名制和
淘汰机制，净化市场，保障消费者的合法
权益。

网约师傅高收费已成普遍现象
日前，一条“开锁收费300元，小车

司机和开锁师傅起争执”的短视频在网
络上被热传。一位司机在街道边停车，
回来后发现钥匙被遗忘在车里了，而他
又打不开车门。情急之下，他赶紧上网
搜索并联系了一位开锁师傅，对方索要
300元的开锁费用。

事情紧急，这位司机只得答应师傅
的要价。等到师傅赶来，一分钟不到就
把车门给打开了，司机也拿到了车里的
钥匙和其他物品。等到支付费用时，司
机却反悔了，他觉得，开锁师傅一分钟
不到就打开了车门，整个服务过程并
没有费时费力，自己却要为此支付300
元感觉有些“冤”。因此，他只愿意支
付50元。

开锁师傅不答应了，他反复询问司
机，是否只愿意支付50元开锁费用，司机
仍然坚持，这样的服务他“只能支付50
元”。最后，开锁师傅撂下一句狠话，50元
连路费都不够，他一把从司机手里抢回钥
匙扔到车里，又把司机的车门给锁上了。
“你找别人50元开锁吧，我不要你的钱
了！”说完这句话，开锁师傅扬长而去。

评论区里，网民也纷纷发表观点和
看法。有网民指出司机应该有最基本的
契约精神，无论开锁师傅花多长时间开
锁，他都已经按照当初的约定完成了开
锁要求，司机就应该支付事先承诺的
300元费用。还有网民留言称，这司机
的车最多也就值2万元，也不是有钱人，
开锁师傅坚持要300元，够司机一个月
的油费了，不该收这么高的开锁费；开锁
师傅高价收费不成，又重新把司机的车
给锁上了，这种行为明显没有职业道

德。网民的观点针锋相对，有支持开锁
师傅的，有支持司机的。但最终，网民们
普遍反映在现实生活中自己也遭遇过网
约师傅上门高收费的情况，大部分时候
只能忍气吞声。

近期，本市南开区居民魏女士就遇
到这样的烦心事，她去年底购置了一套
新房，近期要办理入住。入住前，要安装
水管、插座和各种灯具、电器。由于没有
工具，也没有专业能力，她就在网络平台
上找师傅安装。

她买四个吸顶灯花了600元，结果请
师傅安装花了400多元。师傅安装时，一
会儿说房顶不平，打眼儿比较复杂；一会
儿说灯具接线远，要加线；过一会儿又说
这灯具的造型比较特别，要安装一些零
件。“每一项都得加钱。明明起初说的是
四个灯具安装费200元，结果硬是加到了
480元。这收费都快赶上买灯具的价钱
了。”魏女士无奈地感叹。

安装浴霸和淋浴花洒时也是如此。
她从网上请的水电工，为了避免遭遇高
价收费，魏女士就多联系了几个师傅。
结果发现，这些师傅开价都差不多，浴霸
50元，淋浴50元，一共100元。这个收
费标准听起来并不算贵，然而师傅上门
后就不一样了。一会儿说，开发商预留
的水管口和淋浴的接口不匹配，需要加
接头；一会儿又说，魏女士买的浴霸是特
殊功能的，要额外加一根连接线。最终，
这些都要再收费，比起初约定的100元
高出很多。“到最后，我安装这两样就花
了近 300元，比淋浴和浴霸的卖价都
高。安装费超过商品本身的价格，这事
儿听起来有些离谱。”魏女士不解地说。

“送装分离”居民只得花钱请人
魏女士回忆，10多年前，她到电器

城和装饰城买家电、家具时，商家都负责
上门安装，很省心。后来，随着电商平台
的发展，消费者大多从网上购买家电、家
具。与传统商场不同的是，网上买家具
家电往往不提供安装服务，只提供送货

服务。最开始的时候，部分网络卖家还
能提供与线下商城一样的送货、安装服
务，后来，为了低价吸引客户，网络商家
开始争相卖裸机，不提供安装服务。“送
货与安装分离”成为当前居民不得不接
受的市场现实。

有业内人士介绍，现在网络卖家不
提供安装服务，纯粹是为了节省成本。
以前，大品牌的家电家具公司在各地都
会自建售后安装维修队伍，专门为客户
提供免费或低收费的上门服务；现在，为
了节省成本，他们就不再花钱设立这样
的团队了，部分品牌开始网络聘请师傅，
按次给师傅结算；到最后，一些品牌干脆
只卖机器，不提供安装、维修服务，让客
户自己去网上请人安装、维修。

魏女士这次入住新房，购买的热水
器、抽油烟机、空调、衣柜、马桶、灯具等，
就是从网上请的电工、木工等，最终，安
装这些电器花费了近2000元。热水器、
燃气灶都被安装师傅“加管、加零件收
费”，此外，空调的安装和灯具的安装都
遭遇了增项收费、坐地起价。“而且，现在
一个灯具出现问题，已经联系不上安装
师傅了，师傅当时在网络上留下的是虚
拟号码，现在已无法通过这个号码联系
上这位师傅了。”魏女士这样感慨道。

和魏女士一样，东丽区的消费者宋
先生近期在网络上请的搬家公司上门服
务，搬家师傅在现场突然提出这个柜子
太高了，可能进不去电梯，因此需要重新
拆装，每个柜门收费80元，因此这几个
衣柜要额外加价600元。面对这种突然
收费的情况，宋先生只能无奈接受，要是
搬家公司把这堆家当扔在半路，自己还
要再请人处理，很是麻烦。

没想到的是，到了新家，搬家师傅又
突然提出床等家具属于超过1.5米的大
件家具，每件要额外收费100元，于是，
宋先生只得再额外支付费用200元。“一
次搬家服务，本来约好的一口价300元，
结果硬是被收了1000多元。”宋先生发
出无奈的感慨。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近年来，随着
58同城、闲鱼、匠多多、万师傅、曹操到
家等网约师傅平台的涌现，大部分水电
工、木工等师傅都开始上网招揽业务，他
们的业务也不再局限于一家公司和一家
门店。随之而来的是，他们在网上的报
价和实际收费脱离，一次性的短期服务
逐渐高价化、暴利化。

以安装一个插座为例，网络上的电
工报价大部分都是50元，但实际上，他
们在现场要额外收50元的上门费，可能
前后不到5分钟的活儿，师傅就要收100
元。疏通下水道也是，网上报价100元，
师傅在现场随口一说，要额外加管道疏
通剂，居民就得掏300元以上。热水器、
燃气灶、空调的安装和维修也是如此，师
傅大多开价不高，但是到实际操作时，往
往提出一大堆理由来加价，最终与网上
的报价相去甚远。

不能任由网约服务宰客
2022年11月，上海警方捣毁了一个

“以疏通管道为名，推销高价管道疏通剂
牟取暴利”的诈骗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
37名，涉案金额逾600万元。当时，此类
报警在上海有近300起，都是趁当事人
不注意，倒入多瓶疏通剂，趁机索要高额
疏通费用。消费者往往需花费3000元
至5000元，最大的一单竟然支付了高达
1.9万元的费用。

据警方调查，该诈骗团伙成员在进
行相关话术培训后，采取网络接单的方
式进行上门管道疏通，并在网络购物网
站开设商铺，挂上疏通剂链接，依靠“刷
单”“刷评论”的方式提高商铺好评率和
销售量，以此作为上门服务收费的参考
标准。维修工以大量采购指定疏通剂获
取公司“派单”资格，每瓶售价428元至
485元不等的疏通剂成本仅为4元。

2020年，北京朝阳警方曾查处一家
搬家公司，该公司在各大网站平台发布
低价信息吸引顾客，在接单前宣称价格
低廉，且无其他附加费用；但在搬运过程
中，搬运人员便坐地起价，额外索要高额
的人工费用，同时进行言语威胁，称不给
钱就不走，赖在客户家中。最终，搬家公
司21人因涉嫌强迫交易罪而被朝阳警
方依法刑事拘留。

除了少数触碰法律红线的个人以
外，大部分网约师傅单次收费的额度并
不高，多在500元以下。但是，相对于服
务的内容和质量，有些网约师傅的收费
行为明显偏离了市场的平均水平，而且
存在低价误导、随意增项等问题，侵害了
消费者的知情权和公平交易权。不少消
费者直言，现在的网约师傅“请神容易送
神难”，他们的服务是“宰客”“刺客”。

河北区消费维权律师吴雷指出，网
约师傅高收费、坐地起价的行为是《消费
者权益保护法》《家电维修服务业管理办
法》等法律法规明令禁止、市场监管部门
重点打击的对象。当前，要从根本上解
决市场乱象，除了消费者要增强维权意
识外，市场监管部门要加强对网络平台
的监管，维护市场秩序。此外，网络平台
也应承担起主体责任，建立完备的网约
服务人员实名信息库，完善用户反馈、举
报、回访、评价机制，及时过滤违规人员，
发现并清除低价揽客信息，并将相关违
规人员的信息移交政府监管部门。

家电家具安装、下水道疏通、搬家等领域，师傅上门服务时坐地起价，出现服务
质量问题后居民难以维权

师傅上门服务，为何漫天要价？

有的维修工人网上低价揽客，上门服务时随意增项、坐地起价，这样的宰客行为

应受到监管和约束。 （图文无关 图片来源于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