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172012年2月22日 星期三
编辑：王娟 美编：马晓迪 组版：韩舟

山东

2月13日到16日，记者对家政
市场进行调查，发现该行业缺少
收费标准，存在乱收费现象。

13日下午，记者以住房100平
方米需要保洁为由，先后电话咨
询了近10家家政公司，发现各家
定价不同，有的价格甚至相差一
倍。一家名为爱心家政的公司答
复，保洁费用为每平米2元，即100
平方米的房子需收取保洁费200

元，专擦玻璃80元。而其他家政机
构的定价则是整体保洁收费240
-300元不等，专擦玻璃有的索价
150元，接近爱心家政收费的两
倍。

之后，记者又到几家公司咨询
月嫂费用，发现价位更加悬殊。24
小时月嫂费用在2000元到6000元不
等。记者从阳光大姐网站发现，其
母婴护理价格，金牌首席护理员全

日制工资达到6000元。“我们价格高
是因为有自己专业培训学校和鉴
定机构，像母婴护理的入职培训至
少两个月。”2月13日，济南市阳光大
姐服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陈平对
记者说。

一业内人士指出，家政员的
收费没有具体的标准，基本都是
各公司自行定价。而有的家政公
司家政员的准入门槛也低，只需

要自备工具即可。
“家政市场所谓乱收费，表现

在有的公司向客户收费过高，而有
的公司则低价竞争，搅乱了市场。
很多黑中介成本投入微乎其微，一
味压低价格与正规企业竞争，但是
往往服务不到位，这对家政市场造
成了冲击。”中国家庭服务业协会
副秘书长兼山东家庭服务业协会
副会长周辰告诉记者。

家政市场黑公司遍布，无证上
岗的家政员大有人在。14日，记者
登录分类信息网站较为齐全的赶
集网济南站，随机抽取了16家在网
上公布家政信息的公司，到济南市
工商局进行核实，结果令人瞠目：
16家家政企业中在工商局注册的
仅有舒凡、爱彤、芬达、康乃馨4家。
一些家政企业在工商所登记为个
体工商户，事实上却冒充公司提供

中介服务。“这属于欺骗消费者的
行为。”山东大学法学院教师刘加
良博士表示。

此外，大批无证人员从事家
庭服务工作。据2010年山东省劳
动就业办公室发布的《全省发展
家庭服务业促进就业工作情况调
研报告》( 以下简称“《调研报
告》”)显示，山东省持证上岗的家
庭服务业从业人员不足16%。

2011年底，记者曾跟随一名
应聘者到一黑家政企业应聘。对
方只询问了应聘者姓什么，连全
名都没问，也不核实身份，且避谈
签署协议。随后，应聘者经过半小
时的“培训”就被批准上岗了。这
半小时培训仅包括如何运用玻璃
器擦玻璃，其他服务项目则是应
聘者跟随该家政企业老板入户，
边学边为客户服务。

一位有6年家政从业史的张女
士告诉记者，有的家政公司根本不
对员工培训，只收取中介费。陈平
指出，据相关资料显示，全省城镇
现有987 .92万户家庭，保守估计有
1 5%的家庭需要服务，能提供
148 . 2万个就业岗位。目前家庭服
务业人员的数量远远不能满足市
场需求。很多人涌入此行业只想着
赚钱，不注重长期效益。

16个家政公司12家是“黑户”
家政服务乱象让正规家政公司和雇主都很受伤
文/片 本报记者 王若松 见习记者 刘帅

记者在调查中还发现，由于
一些家政企业经营者违规甚至违
法经营，导致企业寿命缩短。2010
年山东省家庭服务业协会进行的

《山东省家庭服务业摸底调查》显
示，山东省家政企业的平均寿命
只有1 . 7年。许多家政机构在每
年年底大面积开花，建筑工人和

学生涌入家政市场，无证上岗，但
到年后市场清淡了，便大面积凋
谢。

2月16日，当听到这样的数据
时，周辰并不惊奇，他说：“家政市
场属于朝阳产业，行业还有点乱，
存在这种现象也很正常。”

“做企业需要市场导入期和培

育期，大约半年到1年，甚至更多时
间。主要是提高服务质量，赢得口
碑，这样才能生存下去，否则就会
失去市场。再者，选址与市场定位
都很重要。如果你把主要营销定为
母婴护理市场，却把企业地址选在
老年人居住较多的社区，可能就无
法维持下去。”

据周辰介绍，正规家政公司注
册资金至少3万元，加上办公室租
金、人力资本等，小型公司总投入5
万到10万元，大的则需要投入50多
万元。但个体工商户、个人独资企
业达到80%；家政企业规模普遍较
小，注册资金在10万元以下，“如缺
乏后续资金支持很难维持”。

目前，家政行业缺少有效的
行业规范约束，一些不正规企业
只提供中介服务，不签署有效合
同，导致家政员流动性大。

14日下午，记者接到市民李
女士投诉，称三鼎家政公司服务
员跳槽不断，一些上门服务的人
员竟然是冒名顶替。“本来约好姓
程的过来，没想到来了一个姓孙
的，而家政公司却非说她姓程。”

家住阳光100小区的王女士
也抱怨，正规家政公司的育婴嫂
服务到位，但价格太高，四星级以
上的月嫂需要1800元以上。而且
护理员要晋升就必须照看一定数
量的婴儿，这样护理员就要频繁
更换客户。如此一来，王女士要不
断熟悉新护理员，婴儿也要不断
适应新阿姨。为此，王女士又更换
了几家家政公司，却发现一些公

司根本不培训家政员，有的月嫂
不懂婴儿餐如何调配，给婴儿洗
澡也不专业，致使王女士凡事都
要亲力亲为。最后无奈，王女士只
好请亲戚帮忙照看孩子。

“很多企业没有自己的专属
员工，只为收取中介费，而不在乎
服务员身份背景。”一业内人士坦
言，一般正规企业必须要求员工
提供身份证、健康证等证件，还要

签订三方协议。而据调研报告显
示，企业化经营的家政服务以纯
中介方式居多，占80%以上。很
多从业人员属于低收入者，在发
生损坏客户财物等情况时，恐难
以负担。

“公司既不与员工签订中介
协议，也不与客户签订服务协议，
这样发生纠纷很难解决。”山东大
学法学院教师刘加良博士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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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协会架桥，职能部门监管
面对家政市场之乱象，业

内人士和法学专家对此有不同
看法。济南阳光大姐服务有限
公司副总经理陈平告诉记者，
家庭服务业属于朝阳产业，出
现混乱实属正常。随着经济发
展和城镇化、老龄化的出现，
需要服务的家庭不断增多，市
场需求越来越大，很多人涌入
市场。目前，母婴生活护理等9

项山东地方标准已经出台，希
望有关部门不断推广宣传，让
市民以此为标准选择企业，让

市场淘汰不正规企业。我不是
很赞同行政执法取缔。

而刘加良博士却提出了不
同看法，他认为让市场放任自
流，难以将家庭服务业引上合
理健康的发展道路。他说，家
政市场存在乱象，往往其责任
在于那些不良企业。企业不对
员工培训，就允许服务员上岗
服务，还以黑公司冒充正规公
司，欺诈消费者，这需要职能
部门有所作为。

“我在诸暨时，市民需要家

政服务可拨打12345政府热线咨
询，热线会提供当地家政公司名
单让你遴选。每年热线工作人员
会对你进行回访，并对企业作出
考核。如果某家家政公司服务不
到位，第二年会将其从家政服务
企业名单去除。这种为市民服务
和对市场监督的意识值得我们
学习。”

刘加良还解释，政府不仅要
增强服务意识，还要加强执法力
度。“对于该取缔的要取缔，对于
个体工商户和公司违规操作的

可依法吊销营业执照。”
周辰告诉记者，可通过各地

家庭服务业协会加以引导，“企业
是运动员，协会是裁判员，可以对
服务质量好的企业奖励，对不好
的进行批评。再者，协会可以起到
企业和职能部门相衔接的桥梁作
用，督促职能部门加大执法力
度。”周辰指出，而企业则应做好
市场定位和资金投入，规范化运
作，赢得口碑才能生存。

本报记者 王若松
本报见习记者 刘帅

为从业者投保

保护三方权益

帮家政员交纳意外伤害保
险可保护家政公司、从业人员、
雇主三方的利益。

山东家庭服务业协会秘书
长韩宝莉告诉记者，一些从业人
员属于弱势群体，收入低，没有社
会保险，缺乏社会保障。万一发生
意外伤害，自己负担不起。再者，
该行业具有高出险率，所以从业
人员应该投保。韩宝莉解释道，该
协会与保险公司协商，每人每年
只要交纳23元，24小时内，在上班
路上、客户服务中、下班途中如发
生意外，就可享受赔付额高达
15600元的赔偿金。

格应对

近日，记者随机调查省城16家家政公司，发现竟有12家是黑公司，不少家政员存在不培训就上岗的状况。据相关资料显

示，全省城镇现有987 . 92万户家庭，平均有15%的家庭需要家政服务。缺口虽大，家政市场的不规范状况却让市民不甚满意。很

多家政企业因管理不力成为短命鬼。对此，业内人士指出，家政市场健康发展需要行业协会的架桥和管理部门的监管。。

济南阳光大姐家政公司
正在培训家政员学习烹饪。一家
正规家政公司的经理说：“做月
嫂、育婴师需要培训，成本可能
高点，但部分企业不培训便上
岗。而专业保洁成本低，门槛更
低，导致涌入家政行业的人多。
但由于乱收费、服务质量差，很
多企业就成了短命鬼。”

格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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