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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套餐给你下了不少“套”
选择之前最好先算清楚账
本报记者 侯艳艳 赵伟

各种套餐多得数不清 想研究清楚并不简单
目前，各家通信运营商都在话

费套餐上打出“组合拳”，五花八门
的话费套餐令用户眼花缭乱。

记者在烟台大学和山东工商学
院看到，校园里推销的手机卡套餐
非常多。在一张宣传单上，各公司推
出的“情侣卡”就列了7种。“无漫游
情侣卡”标明情侣互打每分钟仅需
一分钱，“全国情侣卡”交200元钱就
可以随便打，此外还有三个城市情

侣卡、两个城市情侣卡、一个城市情
侣卡。“各公司都推出好几种情侣
卡，到底哪种更省钱，很难判定。”大
学生张燕说。

除了校园张贴的广告，记者在
多家通信营业厅看到，每家推出的
套餐也足以让人挑花眼。要想在短
时间内选择合适的套餐，还真不是
个轻松活。

在中国电信一家营业厅，营业

员向记者介绍了充话费赠手机业
务，说是花700元就可以得到一部
1400多元的手机。记者问起每月话
费多少，丢了怎么办，坏了如何修
理等具体问题时，营业员解释了半
天也没解释明白。

“各种套餐多得数不清，研究
各种套餐的真实资费价格，就像脑
筋急转弯，一看就晕了。”采访中，不
少大学生这样告诉记者。

部分套餐暗含算计 “实惠”背后并不实惠
手机套餐种类繁多，记者调查发

现，不少看起来非常优惠的套餐其实
暗含运营商的精心算计。

比如，各通信公司目前都推出了
“预存话费送手机”、“购手机赠话费”
等业务，然而这种“实惠”并不一定是
真实惠。在一家事业单位工作的张女
士就参加了存话费赠手机活动，两年
后就可以得到这部手机。“必须交满
两年，在这期间不能擅自更改套餐，
用了一段时间算下来，两年的话费居
然接近7000元，大大超过了赠机的那
点实惠。”

记者注意到，中国电信推出的交
399元话费送手机活动，话费中包含
100元自由话费，剩余的话费要分30个
月分期返还，此外，用户每月还要选

定39元的套餐，包括每月240分钟本地
通话费，20M上网流量，还包括彩铃、
来电显示等内容。有用户反映，听了
服务人员的介绍，一开始感觉套餐很
合适，谁知用了几个月后才发现根本
不合算。临近暑假，该运营商又推出
暑期套餐，但购买暑期套餐就要与原
来的套餐叠加，要按套餐总额扣费。

运营商的算计不只存在于“存话
费送手机”的业务内。为满足一些客
户与亲人联络的需要，一些通信公司
推出了不同的“亲情卡”，记者调查发
现，部分亲情卡也并非如市民想象的
那么实惠。以一家通信公司主打的一
款亲情套餐为例，虽然拨打本地亲情
号码每分钟仅需0 . 09元，长途亲情号
码仅需0 . 15元，但拨打长途非亲情号

的话费，竟比标准资费高了近一倍。
为吸引用户延长通话时间，有的

通信公司还在套餐中采用了分时段
差别定价的方法。比如，单次通话前
两分钟0 . 18元/分钟，第三分钟起0 . 09

元/分钟。这种优惠对一些客户确实
很有吸引力，但也会诱导客户延长通
话时间。

有一款套餐更是离谱，宣称拨打
200分钟花10元，算下来1分钟只要5分
钱。但问题是一般人很难控制一个月
恰好拨打200分钟，一旦超过200分钟，
可能打一个电话就要花掉几十元。另
外，目前校园里热销的“5元、10元”情
侣卡，也存在这个问题，情侣号码之
间通话会有优惠，但给别的号码打电
话、发短信，一点都不划算。

在采访中，一些通信营
业厅的负责人介绍，由于消
费群体多样，每个人的消费
水平不一样，为了最大程度
地吸引消费者，运营商针对
不同的手机用户实施差别定
价策略，推出了大量的套餐。

“多种套餐标准的好处在于，
通信公司不必费力去分析目
标人群属于哪种消费类型，
手机用户自己就会选择最适
合他们的资费计划。”

“现在很少有人能够一
开始就选到最适合自己的
套餐。”一位业内人士告诉
记者，由于运营商推出的套
餐计费相当复杂，很少有用
户能够了解清楚，即使了解
到计费方式，要准确预估出
自己每月的通话时间、上网
流量等，也是非常费脑的一

件事。“不少用户在没有完
全明白套餐的情况下，难免
会随性做出选择，最终可能
选的正是不适合自己的套
餐，从而为此付出高价。”

不少大学生也称，他们
办业务时，大都通过营业厅
服务人员口头介绍，对于宣
传页的内容却很少查看、计
算，有时他们也会问一些资
费内容，但服务人员往往不
涉及这部分内容，因此很容
易仓促做决定。

如何才能避免这些套
餐陷阱呢？业内人士介绍，
作为消费者，不能轻易相信
服务人员的介绍，而是要多
多比较，认真计算套餐的各
项资费，从自身使用手机的
实际情况出发，选择适合自
己的套餐。

选择套餐最好先算算账

烟台几所高校的近百名大学生与中国电信签了租机协议后，感觉套餐不划算，纷纷“躲猫
猫”，本报连续两天对这件事进行了报道。令人头晕目眩的各种手机套餐里究竟有多少优惠？
有没有陷阱？本报记者对各种“套餐”进行了分析，希望能为消费者探个究竟。

大学校园里打出的各种手机资费广告。本报记者 侯艳艳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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