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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事

“海参俺买得起，哪用分期付款”
小额消费分期付款，市民不待见

本报10月27日讯(记者 马

云云 实习生 马雪琳) 买电

视、电脑、手机，甚至买海参也可以

分期付款了。近年来，一些超市、家

电卖场与银行合作，针对特定商

品推出分期付款业务，但记者采

访发现，对于价位较低或特定商

品，这项业务并不受欢迎。

27日，记者在市内一些超市
走访时发现，不少商品可以通过

分期付款的方式购买。在历下区

一家超市的海参柜台内，每种

超过1000元的产品价签旁，都有

一个红色标签，上面写着不同还

款期限需要分期付款的额度。例

如一盒价格为2190元的海参，分
2 4 期还款的话，每期需要还

104 . 39元，12期的话，每期要还

195 . 05元；另一盒标价为5600元

的产品，24期还清的话，每期要

还266 . 93元，12期还清每期则要

498 .75元。

据超市工作人员介绍，一年

前，超市与一家银行合作，凡是
购买三件商品超过1000元的顾

客都可以分期付款。不过在李女
士的柜台上，响应的顾客并不
多，她摇摇头说，“这么长时间

了，一个用分期付款买海参的都

没有。”

二楼手机专柜的一位销售
人员则告诉记者，自从推出分期
付款业务以来，有些顾客会选择

这种付款方式，但大多集中在高

价位的产品，分期购买千余元手

机的顾客很少。柜台内一款标价

千余元的手机，分24期还款的

话，每期还款额仅为80多元。“每

个月还这么点钱，最终还要多加

一大笔手续费，很多人觉得不划

算。”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分期
付款已经成为市民在买房、车时
常用的付款方式，但当其遇到食
品和低价位商品时，为什么不

“灵”了？

在省城一家银行负责相关

业务的韩小姐告诉记者，在欧美

等发达国家，分期付款已经是非

常普遍的一种消费方式，这些

年，它也已经渗入到省城人的生

活当中。但是，受传统消费观念

制约，很多人认为只有购买大件

商品，比如房子、大型家电时才
进行分期付款，他们在面对价格

较低或者其他类型产品时还没

有这个习惯。

对此，李女士非常赞同。她

指着柜台里的海参说，来买海参
吃的顾客家庭条件都不错，谁

会办分期付款？“大多数人还是
习惯把钱一次性付清，除非手
头非常紧。”

本报10月27日讯 (记者

崔滨) 济南市统计局27日

公布了前三季度济南市经济

发展情况。在消费和外贸的带

动下，1-9月份济南市GDP同

比增长13%，而省城今年以来

充足的商品供应，使得CPI累

计上涨仅有1 .67%。

一——— 三季度，全市生产
总值2780 . 2亿元，同比增长
13%。在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

马车中，今年前三季度，省城

外贸回升势头良好，共完成进

出口总值53 . 3亿美元，同比

增长29 . 3%。同时，全市实现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234 . 3

亿元，同比增长18 . 6%。其中

住 宿 餐 饮 业 实 现 零 售 额
238 .2亿元，增长19 .5%。

本报10月27日讯(记者

马云云 实习生 马雪琳)

27日，记者在一些大型超市
走访发现，平日堆放在销售区

的一些水果被拼成果盘出售，

但价格明显偏高。对此，不少

市民表示“太不值”。

27日，记者在历下区一

家大型超市水果专区看到，几

十盒水果拼盘整齐地摆放在

柜台内。这些拼盘的重量均不
超过一斤，有的只装着刚洗干

净的冬枣，有的则装着切好的

西瓜和木瓜、哈密瓜片，盒内

还放着叉子。正在旁边散摊上

销售西瓜和冬枣的导购告诉

记者，果盘内的水果都来自他

们那里。工作人员说，他们每

天早上6点一上班就要拿出

一个小时来做拼盘，随卖随

做。顾客揭开盖子直接就能

吃，非常方便。

也正因如此，这些果盘的

价格较普通水果贵。价签显

示，拼盘价格从五六元至十几

元不等。一个重量为六七两的

冬枣果盘标价16 . 9元，七八

两重的无籽西瓜标价6 . 74

元。而在旁边的散摊上，每斤

冬枣的价格仅为9 . 9元，无籽

西瓜也只有3 .99元。

高价让大部分顾客望而

却步。导购介绍，虽然没有经过

统计，但果盘销售很一般。“一

斤冬枣才9.9元，我买上七八两

才七八块钱，回去洗洗就行了，

可一装上盒子就要16 .9元，不
值得。”市民刘先生说。

水果变果盘 身价立马涨
多数消费者对此并不买账

济南前三季度

GDP同比增13%

10月27日，在济南大观园内一家排骨米饭店里，

墙上贴着的一份提示吸引了不少食客的目光，上面写

道：“因物价上涨，米饭限供2碗，蒜泥黄瓜6元”。眼下

粮油米面都涨价了，原本“米饭管饱”的排骨米饭店也

撑不住了。 本报记者 王媛 摄

米饭不管饱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