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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的
《2018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受
理投诉情况分析》，服务类投诉
中，房屋装修类居前五位。
2018年上半年，房屋装修类投
诉共5591件，同比增加114%，
达到2017年同期两倍以上。此
类投诉中，互联网装修服务公
司卷款跑路现象多发，成为新
的投诉热点。今天正值“3·15
国际消费者权益日”，本报从案
例出发,请业内人士解析一些
常遇到的消费陷阱,提醒广大
消费者,消费中莫被“套路”、谨
慎消费。

近年来，家居行业洗牌激烈，一些缺
乏核心竞争力的企业逐渐被淘汰。与此
同时，卷款跑路的情况也多有发生。
2018年的装修建材类投诉中，互联网装
修服务公司卷款跑路现象多发，成为新
的投诉热点。与此同时，在装修过程中，
不少消费者也常常遇到预算超额、装修
公司半路加价的情况。

案例一：装修公司卷钱跑路

2018年7月5日，不少消费者聚集
在九水路的青岛美得你装饰公司门口
讨要说法。而当时的公司大门上，早已
贴上了封条和公告，公告上的内容为：
因为资金链紧张,无法支付工程款和
材料款,青岛的工地陷入全面停工。7
月5日起公司停业整顿,并在相关部门
进行备案。
据前来讨要说法的市民展先生介

绍,他是看到美得你的广告才去装修的,
当时说是有各种优惠,自己交了六万多

元的装修定金,没想到，还没开始装修，
就遇到了这种状况。与此同时，还有数十
位装修业主交了装修定金，看到公司突
然关门停工，十分急切，来到现场后才发
现，公司不少员工也正在维权，根本找不
到一个具体负责的人。当天上午，本报记
者曾尝试致电公司负责人黄经理，但电
话一直无人接听。与此同时，公司其他负
责人的电话也都一直打不通。

支招：对此，有业内人士提醒，消费
者在选择装修公司时，一定要认清品牌，
不要贪小便宜选择一些并不“入流”的装
修公司。同时，在与对方签订相关协议和
交纳费用前，最好打听一下这家装修公
司的资质，以免上当受骗。

案例二：7万元套餐价变成11万

不久前，市民刘先生给位于李沧区
的新家进行装修，当时选的是7万元的
套餐。但在实际装修过程中，施工队却多
次给他打电话，表示材料不够用了，需要

加装修费。“比如刷浮胶漆的时候，他们
刷到半途就说材料不够，需要再加半桶，
让我再加钱。林林总总加起来，最后多花
了4万元。”刘先生说。
据记者了解，装修增项为不少装修

业主所诟病。一些不正规的装修公司在
宣传时打着低价装修的口号招揽客户，
装修过程中却让消费者不断加钱。而消
费者此时骑虎难下，只能乖乖交钱。业内
人士分析,低价吸引来消费者,后期低价
很难有利润空间,一些装修公司就必然
通过增项来获得利润点。

支招：装修过程中，消费者无论是选
择半包、全包、清包,还是找私人装修队
伍来做，一定要找到靠谱的合作方,事先
了解其材料、工艺和管理,货比三家,再做
最终决定。另外,要重视报价,考虑到户
型、实际细节、装修风格、装修需求等,不
同面积的房子很难有一个相同的报价,
这就要求消费者在订装修的时候,督促
装修公司将报价做细、做全,价格、用料
有了明确的合同约定,后期再增项也会
有维权凭证。

2 0 1 8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
62346件日用商品类投诉，其中家具类
商品投诉14276件，占22 .9%。网络购物
虽为消费者购买家具提供了不少便利，
但同时售后服务跟不上，维权难也成了
新的难点。

案例一：网购实物与图片不符

春节前，市民黄女士花了1000元，
从网上给孩子购买了一张书桌。当时店
家声称书桌可折叠，而且承重力强。但货
到家后，黄女士十分失望，小书桌只有桌
腿可以简单折叠，小视频中显示的桌面
折叠几乎失效。同时，桌子有浓重的刺鼻
气味，放置三天仍无法挥发。最重要的
是，仅放了几本书加一个书架，桌子就塌
了！“我当时和店家联系，店家声称是我
自己安装不到位，并不承认是产品质量
有问题。所以拒不给我换。”
记者了解到，网上购买家具还有一点

让消费者很闹心，就是假冒太多。不少商家

打着名牌家具的旗号，实际卖的却是质量
差、不环保、尺寸颜色与照片不符的假货。
但从视觉上看,消费者很难分辨好坏,这使
得对品牌不甚了解的消费者更易中招。

支招：有业内人士指出，消费者从网
上购买家具时，无法实体感受产品的质
量、质地，只凭一张图片和一个小视频来
辨别，略显单薄。对此，业同人士建议，消
费者购买大型家具时，尽量到实体店中
选择，这样可以一一做比对，如果发现有
问题，从当地进行退换货也比较方便；一
些影响不大的小灯饰、小摆件，可以选择
从网上购买，这样比较方便快捷。当然，
从网上挑选家具时，一定要做足功课，多
看评价，不要盲目下单。

案例二：售后玩“失联”

网上购物虽然很方便，但退换货诉求
难以保障、交付时间延迟、计价方式存在
“猫腻”等问题也一直困扰着消费者。
近日，记者随意查看了几家家具网

站的网评，吐槽比比皆是。“橱子比想象
中小很多,感觉和宣传的不一样。”“颜色
比图片要深不少，而且味道很刺鼻，放了一
个周了，还没散味。”这些吐槽的人群里，也
许就有我们身边的你、我、他。
市民杨小姐告诉记者，自己的婚期

定于2018年12月份。婚礼前一个月，她从
网上订了一件茶几，店家原说7天内发货，
但过了几天却说厂家的货比较多，让她耐
心等等。茶几到时，杨小姐的婚礼已经举办
完一周了。“这期间我好几次想退款，但店
家一直安抚我，让我再等等，结果到货后，
发现产品跟我看到的差距比较大，就想退
货。从那以后，客服就像失联了一样，一直
不理我。我投诉到网站客服，客服也一直
说给我处理，但至今没结果。”

支招：业内人士建议,在网购前先了解
哪些牌子的信誉度高、口碑好。进入网店之
后,可以看看买家的评价,再决定是否选购
产品。一向来说，大品牌、知名度高的网店
质量比较有保障,售后服务也较有保证。此
外,如果消费者过早购买不能及时使用的
家具,可以向客服申请延长质保时间。

目前，市面上活跃着众多建材品
牌，即使同一品牌的同一产品，也分为
各种型号。在装修过程中，大部分消费
者对建材的品牌和型号不甚了解，这
就给一些不良装饰公司钻了空子。在
2018年的装修建材类投诉中，偷梁换
柱和假降价的投诉占比较大。

案例一：圣象地板变无名地板

去年9月份，市民王小姐找了岛
城一家装饰公司给其位于市北区的新
房装修。“装修之前，我定的是圣象的
实木地板，但真正施工时，我发现他们
用的地板材料和我定的不一样。因为
自己对装修一窍不通，王小姐事先留
了个心眼，上网细致地查询了如何鉴
别圣象实木地板。“装修公司用的木材
都没有明确的品牌标识，一看就不是
圣象品牌的。”还好因为提前做了功
课，王小姐避免了一次装修陷阱。
此外，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不少

消费者在真正装修时，虽然收到的建
材品牌是对的，但型号却不同。业内人
士指出，有些装修公司会在合同中规
定,若在装修中原材料断货,可临时更
换同档次其他型号的材料,但具体使
用什么型号,却没有明确说明,中间就
有了很多操作空间。

支招：建议消费者在选择套餐产
品时,不仅要认清品牌,更要认清产品
的级别,弄清楚产品的特质,在收到建
材时,仔细核对相关信息。如若全权交
付给装修公司负责,则在签订合同时,
一定要详细约定合同内容,具体到一
扇门上用几颗钉子都要明确规定。对
于变更的项目,必须在合同补充条款
中详细说明。

案例二：降7000元销售只
是噱头

青岛中院曾通报过一件家居类消费
者权益纠纷案件，至今让记者记忆犹新。
2016年8月,原告荀某从被告某电子商务
公司在某网络购物平台上经营的店铺购
买指纹密码锁智能家用电子防盗门锁1
套。被告在促销该商品时,宣传页面中标
示原价为12600元,销售价为5560元。原
告查询涉案门锁历史价格走势发现:该
商品近三个月日常销售价为5560元,有
两次降价记录。后原告又咨询销售客服
人员,客服人员答复该商品没有过12600
元的售价。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告在促销
活动页面中宣传涉案商品原价为12600
元,因促销而降价为5560元,而本案证据
显示不存在原价12600元,被告有虚构原
价误导消费者的欺诈行为,应承担相应
的民事责任。故判决被告支付原告三倍
价款的惩罚性赔偿金16680元。
实际中，不少商家会用这种“假降

价”来吸引消费者的关注，从而达到营
销的目的。

支招：消费者首先确定好自己需
要的产品及型号。选好要买的产品型
号后,先通过各种比价软件、网购软件
等来给产品划个大概的售价范围,这
样可以做到心底有数,就不会被各种
或虚假或真实的降价噱头绕晕。另外,
建议消费者购买建材等装家、扮家用
品,选择靠谱的卖场或者平台。

这些扮家套路，专家为您见招拆招

装修陷阱 卷钱跑路&装修增项

家具产品 网购产品不符&售后“失联”

本报举办的半岛家居节，成为不少市民扮家路上的首选。

装修建材：
偷梁换柱&虚假降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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