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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九银十，像

是家居行业里的

“黄金定律”。家具

卖场里五花八门

的促销活动，家装

市场里铺天盖地

的抢眼卖点，像是

一张张网，捕捉着

消费者的心。

CAIJINGXIANCHANG

财经现场提示：

“先装修后付款”“只要×××元

家装家具家电全包”“边装修边返现”

“预订主材可享八八折优惠”……最

近，类似的广告语又在家装市场中掀

起了一番装修热潮。看起来超高的性

价比、省事的全屋装 、贴心的套餐包，

究竟是说到做到的真靠谱，还是虚晃

一枪的假招式？伴随家装市场又一旺

季的到来，消费者的家里各类问题频

频发生。上周，记者走进看似盆丰钵满

的家装市场，发现背后的陷阱。”

【发现】
家装旺季

老房翻新迎来病症高发期
“过了三伏天，天气凉快了很多，

也没有那么潮湿了，就想着赶在这个

时候把家里重新翻修一下。”家住石景

山的王女士告诉记者，“结果装修还没

正式开工，就已经遇到了‘增项’的问

题。”

原来，王女士家选择了一家互联

网装修公司进行老房翻新，签订合同

的时候还特别留意了各种可能发生的

增项环节，交完钱后很快发现还是被

“套路”了。“当时特别跟对方强调，拆

除费什么的要一起报清楚，不是怕花

多少钱，就是担心后面不断有零七八

碎的增项。”王女士说，“结果刚拆除完

就告诉我，垃圾清运也要单收费，从家

里运走一车垃圾 600 块钱，前前后后

得有三四车。”和王女士有过类似经历

的消费者不在少数。正在装修的付先

生表示，套餐里算进了地砖墙砖，却漏

掉了踢脚线和过门石，后期再加钱；套

餐里包含的电源位置根本不能满足实

际生活需求，后期改造再加钱……

另一方面，也有消费者表示，由于

赶上了家装旺季，家装公司因为“太

忙”而导致的施工时间不确定、工期一

再延迟等问题也时有发生。“本想着在

来暖气之前顺利完工，结果在入冬前

能开工就不错了。”

与此同时，还有不少消费者面临

着施工粗糙、选材低劣、工期延迟等问

题，在低价套餐、全屋整装、惊人优惠

的背后，各种家装陷阱逐渐显露原形。

【背后】
低报价多增项
套餐“套路”消费者

记者在走访市场中发现，互联网

家装带来的“套餐”模式，在最近几年

时间里被各类家装公司玩儿出了新花

样儿。主材的可选范围更加丰富、套餐

的定价方式更加多元，而随之而来的

“意外”也越来越多。

看起来简单好算的按平方米数计

价方式，落实到细节上却埋着层层漏

洞。套餐内的橱柜延米数大多不能满

足实际使用需要，瓷砖项目里只包括

地砖不包含厨卫空间的墙砖，水电改

造需要根据实际测量另付费用，每增

加一个电源及开关位置就要多加一份

费用……看似超划算的套餐里，后期

的增项甚至要超出合同里约定完成的

内容。

为了让家装产品看起来灵活性更

高，也有品牌推出了不同种类的套餐：

基础施工包、主材包、拎包入住包……

自由度提升的同时，套餐本身想传达

的“方便”“省事儿”，却变成了“复杂”

“多变”。消费者李先生表示：“在一家

装修公司选择了基础施工包和主材包

的叠加，结果主材包里的产品一会儿

这个断货，一会儿那个售罄，不停地调

换来调换去，比我自己直接买还乱。”

也有消费者表示，看起来是细化了产

品种类，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需求进

行选择，但很多优惠活动还是在诱导

消费者“多买多选”。譬如，一些家装公

司只有在主材选购满多少万元以上才

能享受折扣优惠。更有一些消费者表

示，因为只选择了家装公司的基础施

工套餐，商家便会因为利润少有“情

绪”，继而影响到施工质量。

另一方面，也有一些新兴的中小

型家装公司，告别按平方米计价的套

餐模式，直接给出了一套房子的整体

装修报价，90平方米内×××元，130

平方米内×××元，同样包含大大小

小的施工内容，甚至还附赠家具家电，

听起来不错，细算起来却仍然像是一

笔糊涂账。额外超出的面积部分如何

计价？想升级单项的主材产品再加价

是否合算？看似便宜的报价背后是否

隐藏着其他增项？……事实上，究竟什

么样的家装方式更适合自己，还需要

消费者多花些工夫和心思。

需要注意的是，在直接影响到人

们居住环境及健康的装修服务上，消

费者还需以品质为重要的考核指标，

环保健康的材料和高质量的施工水

平，才是为生活保驾护航的基础，看起

来诱人的价格战，通常只是商家们争

夺市场的手段。

全屋整装变全无
各方扯皮一场空

一边是套餐模式在市场中打得火

热，另一边，全屋整装的名头也吸引了

越来越多消费者的关注。然而，说好的

全屋整装到了家里却成了整装全无，

由此产生的陷阱让消费者接连掉坑。

在市场走访中，记者发现，一些自

称具有全屋定制能力的家装公司，并

不具备相应的生产制造能力，通常会

选择一些小作坊和供应商为自己提供

配套的家具产品，再进行贴签，而这样

的产品很难保证品质及环保要求，一

时的省事儿很可能会为日后的生活埋

下隐患。也有一些消费者受到过类似

的困扰：下单时承诺包含基础施工和

配套家具，消费者只需要和设计师一

人对接便能拎包入住，在实际施工过

程中却隔三岔五出现问题。衣柜迟迟

不到货，设计师说不管不负责，家装公

司一再推诿，“建议”消费者直接联系

家具厂家……原本一对一的整装服

务，变成了消费者一对多的扯皮，原本

想省省心的业主，成了最劳心费神的

“包工头”。

正在装修的黄女士表示，从 3 月

份装修到现在，70 平方米的房子还没

有完工。“橱柜刚装好，大理石台面却

还没到。门装好了，窗套却没完事儿。”

据了解，黄女士家选择的正是一家主

推全屋整装的家装公司，“基础施工差

不多了，设计师和工长基本就不管了，

每天都是我自己打电话催这个催那

个，一环接一环地拖着，家装公司不

管，已经付了款也不想再重新折腾，只

有不停地催催催、等等等。”

的确，伴随全屋定制市场的热火

朝天，不少家装公司也把自己划入了

全屋整装的队伍，大包大揽的心思和

什么钱都想赚的目的，让消费者的家

成了试验场。好的坏的一股脑儿往家

里塞，真的假的不含糊往家里堆，由此

引发的服务保障与售后问题就极少有

人愿意解决。家具厂家与家装公司之

间互相扯皮，设计师与工长之间互相

推诿，有人卖没人管的全屋整装，常常

成了消费者空欢喜一场。

【提示】
老房翻新多顽疾
水电改造需专业

除了价格与家装产品上隐藏的重

重陷阱，在老房翻新的过程中，更是有

不少细节需要消费者多加留神。

常常令人感到头疼的水电改造，

在老房翻新过程中尤其需要被注意。

“老楼水管多是铁质的，且基本全都走

在表面处，在长时间的生锈老化后极

有可能出现腐蚀问题，且排水管由于

时间过久常会发生堵塞，很可能会反

水。”擅长老房装修的今朝装饰工程总

监崔涛表示，“施工方应当先切断之前

老旧的水路，再进行整体重新铺设，如

果另接新管用于排水，旧管务必要处

理妥当封严。”与此同时，卫生间、厨房

等重点区域的防水试验必不可少，一

旦发现有明显的漏水点，就需要在后

期做防水的过程中重点处理。另外，同

样需要消费者加以关注的还有电路的

改造处理。崔涛表示，对于老房而言，

电路很可能没有穿管直接埋线，或是

管路非常细，这都需要施工方重新切

断电路进行改造。

承重墙体不能动
布局翻新得留神

另外，对于很多老房来说，有些局

促的户型结构和不太合理的空间设

置，成为改造的一大难点。因而也有不

少设计师将能够打破原有格局实现空

间的多重功能作为卖点，消费者需要

注意的是，在老房翻新的过程中，应当

避免拆除改变承重墙。

有业内人士表示，备受力作用的

墙体都是结构工程师经过科学严密的

计算而确定，墙体有多长、多厚、处于

什么位置，都是综合整体建筑而设计

建造，完整的构造是房屋能够保证稳

定牢固、具有抗震能力的基础。此外,

改变室内墙体的原有结构，不仅会降

低房屋的稳固性, 也会对家庭装修中

水路、电路、智能布线等有所影响。

对于如何分辨承重墙与非承重

墙，专业人士提供了四个小特点。看图

纸：一般来说，房屋户型图纸中黑色粗

实线的位置结构为承重墙，不能拆除。

听声音：敲击墙体，有清脆大回声的，

一般为轻墙体；低沉闷声的，则是承重

墙。量厚度：用尺子测量，厚度在 150

毫米左右的，通常为非承重墙，厚度在

240 毫米左右的，通常为承重墙。知结

构：了解居住房屋的结构，一般来说，

砖混结构的房屋所有墙体都是承重

墙；框架结构的房屋内部的墙体一般

都不是承重墙。

据《北京青年报》

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 22 日发布的 2018 年上半

年旅游经济主要数据报告显示，上半年我国旅游消费需

求旺盛，旅游市场品质提升趋势愈发显现。

旅游市场总体保持增长态势
上半年，国内旅游增长稳定。报告显示，根据国内旅

游抽样调查结果，上半年，国内旅游人数 28.26 亿人次，

比上年同期增长 11.4%。其中，城镇居民 19.97亿人次，

增长 13.7%；农村居民 8.29 亿人次，增长 6.3%。国内旅

游收入 2.45 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12.5%。

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认为，国内旅游稳定增长

主要是受需求拉动、供给推动和政策引导等因素的综合

影响。从需求端来说，人们对美好生活的需求不断扩大，

旅游已经成为国民大众日常休闲的重要选项，旅游、休

闲旅游人数增长较快。从供给端来说，旅游行业不断推

陈出新，全域旅游、文化旅游和旅游融合发展进程加速。

政策方面，整治旅游市场环境、重点景区价格下调等大

大调动了居民外出旅游的意愿。

上半年，入境旅游市场稳中有降。上半年，我国入出

境旅游总人数 1.41 亿人次，同比增长 6.9%，增速平稳。

其中，入境旅游人数 6923万人次，与上年同期基本持

平。与此同时，上半年我国国际旅游收入 618亿美元，比

上年同期增长 2.8%。

“未来一个时期入境旅游的市场，我们保持相对乐

观的预期。”戴斌说，中国旅游市场对全球客源正产生新

的吸引力，特别是在商务、研学、文化旅游等领域将会形

成新增长点。此外，我国对于入境旅游的购物环境和政

策正不断优化，地方政府和旅游市场主体的积极性正被

调动起来。

出境游、红色旅游成为亮点
上半年，中国公民出境旅游人数 7131 万人次，比上

年同期增长 15%。戴斌认为，出境旅游市场的增长，主要

得益于几个方面的因素：一是国民旅游消费意愿和支付

能力的增长；二是主要旅游目的地国家针对中国游客加

大市场推广力度，推出签证便利化和购物免税政策；另

外，海岛、亲子、定制、休闲度假等旅游产品的创新，吸引

了更多人前来体验。

“预计全年出境旅游市场仍将保持两位数的增长。”

戴斌表示，受近期汇率波动的影响，下半年出境市场增

幅可能会有所回落，但结合上半年的基数以及出境旅游

的需求情况，全年出境旅游市场仍将保持较快增长。

红色旅游市场活跃。上半年，红色旅游信息报送系

统中，18 个红色旅游信息报送重点城市和填报数据的

436 家红色旅游经典景区共接待游客 4.84 亿人次，按

可比口径同比增长 4.83%，相当于国内旅游人数的

17.13%，实现旅游收入 2524.98 亿元，按可比口径同比

增长 5.73%，相当于国内旅游收入的 10.32%。

服务质量稳步提升
上半年，我国旅游服务质量继续稳步提升。一、二季

度旅游经济运行质量综合指数分别为 77.21 和 76.86，

分别较去年同期提升2.90 个点和 0.83 个点。旅游公共

服务、行业服务和发展环境质量等各部分指标都持续优

化，分别较去年同期增长了 0.5、1.2 和 0.6 个点。上半

年，全国旅游质监与游客投诉指数达到 74.80，与去年同

期基本持平。

“旅游消费已从‘有没有’向‘好不好’全面转变升

级，包括景区、酒店、旅游电商等在内的产业主体提供的

旅游服务也越来越高品质化。”戴斌说，应该紧跟人们旅

游需求的变化，推进旅游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断提

升服务质量，增加高品质的有效供给，促进旅游市场平

衡发展，提高人民群众对旅游发展的满意度，使旅游发

展更好地满足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 据《人民日报》

金九银十 躲避N个老房翻新陷阱

“低价游”禁而不绝 回扣成最大利益驱动

眼下正值暑期旅游高峰，记者调查

发现，虽然近年来相关旅游法、新修订

的《旅行社条例》等法律法规的出台均

对不合理低价游、强制购物等问题做出

相关规定，但在庞大的市场需求和回扣

利益链条驱动下，“低价游”仍是国内旅

游市场难以根治的痛点。

被称作“长城贵宾专线”的北京八

达岭长城、十三陵“一日游”收费仅 120

元，行程中，游客不仅在导游“哄骗”下

购买 140元往返缆车门票，还有大把时

间被安排在果脯店、玉器店购物，购物

时间甚至超过游览景区的时间……日

前，北京市旅游委会同多部门依法取缔

涉事非法“一日游”黑窝点，并责令多家

购物场所停业整顿或停止“一日游”有

关业务。

非法“一日游”长期以来是北京旅

游市场的一大顽疾。经营者为获得客

源，往往利用人们贪图便宜心理，在街

头散发小名片、小广告、假地图，或依托

部分快捷酒店、社会旅馆，以低价方式

招徕客人，报价 50元至 120 元不等，

声称全程无自费可游览河北崇礼和北

京八达岭长城、十三陵、颐和园、故宫等

景点。

然而，根据记者暗访及北京市消协

发布的体验报告，这类“低价团”往往会

在游客上车出发后“露出真容”，要求游

客补交团费及自费景点费用，否则直接

甩客，或是压缩游览时间，致使游客不

得不购买景区内缆车票、游船票等。在

北京市消协发布的体验报告中，一家名

为“我行我宿”国际旅行社导游推出了

强制自费项目“大龙舟”每人 100元，称

不交这个钱行程无法继续进行。

在旅游业发达目的地，“低价团”隐

藏的猫腻同样不少：在日前云南昆明警

方打掉的一起“低价团”违法案件中，涉

事旅行社导游会尽量让游客少睡觉、少

进景点，时间都被挤出来购物，而购物

店内产品的销售价格远远高于进价，多

的达到 100多倍；还有地方的旅行社以

不足百元的价格吸引外地游客，在广告

中把当地非景点形容为“可免费游览”，

目的仍是拉拢游客购物，其中“上钩”的

多为老年人。

记者了解到，按照原国家旅游局发

布的《关于打击组织“不合理低价游”的

意见》，旅行社提供的旅游产品价格，低

于当地旅游部门的诚信旅游指导价

30％以上的，即属于“不合理低价游”。

以北京为例，“长城十三陵一日游”无购

物线路的最低指导价为 180 元。

记者调查了解到，多年来，国内“低

价游”早已形成散发虚假信息、低价揽

客、变更行程、强制购物或消费、牟取回

扣等一整条利益链，其中，游客就像“小

绵羊”一样被包括组团社、地接社、导

游、司机、购物店等在内的各环节“薅羊

毛”。

一位旅游从业者告诉记者，当前，

国内旅游市场强制购物最为突出的是

云南等地。“一些地方购物、餐饮商家会

给导游 40％至 50％返点，在云南可以

达到百分之七八十。地接社将整段行程

‘卖’给导游，或者是分段‘卖’给不同的

导游。导游最终通过诱导、胁迫等强制

消费办法赚回扣来‘填坑’。”

根据昆明警方打掉的违法案例，短

短一年多，一个购物店返给一家旅行社

回扣近 2000 万元；游客购买的翡翠、

银器等商品，回扣低则 30％、高则

90％。其中，一家涉案旅行社 70％以上

的收入都来自购物回扣。正是靠着高额

回扣，这家只有 12人的旅行社 2017 年

净收入达 1200 余万元。

除了购物返点，导游在游客自费项

目中也有利可图。北京市旅游委执法大

队相关负责人曾告诉记者，旅游法出台

后，导游强迫购物的情况减少，景区门

票回扣和差价是“一日游”导游收入的

主要来源。例如北京昌平一家文艺演出

馆，也是“一日游”和周边游的必经地，

对外门票每张 150 元到 180 元，但给

导游的价钱只有 10 元，导游则以 100

元一张卖给游客。

一位业内人士透露，还有一些“低

价游”强制购物的背后，是购物场所和

自费项目经营者介入旅游市场，甚至通

过资本运作收购、控制或设立旅行社，

拉客人消费，形成完整的利益链条。

业内人士认为，随着近年来国家和

地方层面陆续出台相关法律法规、加强

旅游执法力度和力量，“不合理低价游”

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但时常出现的市

场乱象仍对城市形象、游客体验造成不

良影响，从根源整治“低价游”乱象，防

止“劣币驱逐良币”，仍需多方形成合

力。

在市场监管方面，由于“低价游”违

法行为的各个环节涉及旅游、交通、工

商、网信等多个部门，需加强综合执法

并形成监管合力。在此基础上可通过地

方立法加强对“低价游”的震慑管理，例

如针对以不合理低价非法揽客，诱骗、

强迫或者变相强迫旅游者参加购物活

动，擅自变更行程或甩团、甩客等行为，

构成犯罪的追究刑事责任。

近年来屡屡发生的“恶导游”事件，

就是“低价团”暴露的典型问题。一位旅

游企业负责人介绍：“不少导游没有底

薪，缺乏保障，也缺乏考核奖励机制，因

此抱着‘捞一把是一把’的心态从事旅

游工作。提高旅游行业的准入门槛，提

升旅游行业的待遇，是破解‘低价团’问

题的重要环节。”

业内人士同时指出，消费者要理性

文明消费，强化维权意识。北京市消协

秘书长杨晓军认为，消费者在出游前要

了解旅游线路信息，理性文明消费，对

于低价团甚至零团费线路要警惕。要加

强自身权益的保护，在出游前务必签订

合同，注意合同中的不合理条款内容，

保存相关证据，最大程度保护自身利

益。 《经济参考报》

上半年国内旅游人数
28.26 亿人次 出境游成亮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