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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运河

专题

装装修修五五大大陷陷阱阱，，记记得得防防着着点点
家庭装饰是个系统工程，耗时长、环节多、专业性强，消费者很难主动把握。一些装修公司往往趁机

给消费者设置一些陷阱，以赚取更多利润。材料以次充好、工程刻意延期、明打折暗提价、装修质量没保
障等，让消费者防不胜防。

首先，要注意不平等的合同
格式条款。一些家装公司利用消
费者不懂家庭装修，与其签订不
平等合同，有些干脆就不执行合
同，有些设计师将住建委的“设计
资质”与“施工资质”混为一谈，有
些装饰公司属挂靠、承包企业，却
故意不填写“委托代理人”一栏，
一旦出现问题就推卸责任。

其次，在装修过程中，装修公
司以种种借口增加不合理费用。
设计师做预算时有意将一些项目
略去，甚至将所有项目的报价全
部下压，给消费者该装饰公司物
美价廉的错觉，工程开始后，设计
师又以各种理由让消费者追加预
算。

再次，装修过程中很有可能
会出现施工偷工减料，材料以次
充好，使用不环保、有害气体超标
或有严重辐射的材料。一些不法
商家利用消费者不懂产品质量识
别、对外来品牌盲目崇拜的心理，
从国外以很低的价格进口垃圾产
品或过期产品，或把一些劣质建
材改头换面，冒充某些国际名牌
上市销售。

最后，现在有很多装修“游击
队”四处揽活，无法保证工程质
量。无装修资质的皮包公司和装
修“游击队”摇身一变进驻了某些
小区，而小区物业又往往缺乏对
他们判断真伪的能力，一旦出现
问题，受害的还是消费者。

这些装修雷区

提醒您千万别踩

注意小细节

别光图省事

选择家装公司时，一定要注
意对方信誉。签合同时，要把合同
内容弄清楚后再签字，如材质、工
期、价格、保修期限、解决争议的
方式等，以免责任不清，另外别忘
了加盖公章。

选购材料时尽量货比三家，
多走几个市场。如果看起来差不
多的产品，价格悬殊很大，说明其
内在质量差异大。另外，选择经营
规模、管理比较规范的市场，商品
价格虽高，但质量有保障。切不可
因小失大，留下遗憾。

此外，消费者要妥善保存和
统计各类收据，以备出现问题交
涉时使用。家装工程一旦出现质
量问题，消费者向家装公司反映
的同时，也要向市场管理部门反
映，还可向消费者协会或者有关
行政管理部门及家装协会反映，
请他们协助解决。如果调解不成，
可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水电施工的装修陷阱，是
装修公司赚钱的重点项目，同
时也是最令消费者防不胜防并
导致纠纷产生的高危环节。少
报、瞒报施工项目降低报价是
家装公司的惯用伎俩。以灯位
为例，家装公司为了吸引客户
签约，刚开始会在预算报价单
中少报或干脆不报灯位数，待

开始施工后，才发现灯位太少，
业主要求增加灯位，没问题，至
于是否需要加钱，该加多少钱，
事先并不会告诉你，而是等到
结算时，狠狠地宰你一把。

刚吃过哑巴亏的刘小姐，
向记者证实了这一做法。她说
当初签合同时，家装公司虽然
提供了一叠多达29页的预算

表，却没详细讲解每个装修项
目的具体施工情况和造价。而
且在没签合同前，根本不让业
主将预算清单和合同带走，说
是公司机密，业主根本没有机
会仔细审核和比较报价单。直
到施工时，才发现每个房间的
灯位也只报一两个，完全不够
用。

2 0 1 2年底，谢先生的新
居装修，做衣柜时，装修公司
的报价是8 0 0元/平方米，整
个柜子做下来，大约是2 0 0 0
元；而小广告上的装修队，报
价仅为 3 0 0 元 /平方米。“同
样的板材便宜了一半还多 !”

谢先生喜出望外。然而，完工
结 算 时 ，木 工 却 索 要 3 0 0 0
元。

原来，装修公司的报价是
按照柜子投影面积计算，也就
是柜子的长乘以高，所得结果
再乘以单价；而装修游击队的

报价是按照展开面积计算，按
照柜子六个面加上隔板所需板
材，乘以单价，难怪总价高出不
少。而谢先生只看到了便宜一
半多的价格，却忽略了计算方
式，柜子已经做好了，只好付钱
了事。

根据国家规定，家庭装修
的保修期最少为两年，但一些
装饰企业为了不影响利润，并
不遵守这一规定。在保修期内
出现质量问题，售后服务跟不
上，这也是家装行业消费者投
诉的热点之一。

“房子装潢了不到一年，地

砖缝里一直在渗水，哪里有新
房的样子！”去年5月，程女士一
家搬进了新房，没多久问题就
接踵而来。“先是壁纸起翘，然
后卫生间的瓷砖破裂，年前更
严重，地上开始渗水了。”然而
对于程女士家中的情况，装修
公司只是以下水道不通为理由

搪塞。为了能过个好年，程女士
自掏腰包找来了维修工，工人
检查后表示，下水道并没有堵，
而是热水管道在当初安装时就
有问题。在事实面前，装修公司
无法抵赖，却迟迟不回应。拖了
很久，才派人到程女士家中维
修。

很多业主喜欢带着设计
师一起去挑选、购买建材家
具等，本以为设计师的专业
眼光可以保证物美价廉，殊
不知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
设计师的劳务费，说不定会
让你损失一大笔银子，得不

偿失。
“一般设计师在向业主

推荐某品牌产品后，会把客
户资料报给商家备案，即便
业主单独去该店购买产品，
商家同样也会把设计师应得
的回扣给扣留下来。”业内人

士介绍，如果设计师推荐的
某款产品与同类产品相比，
价格高得不正常，就说明其
中可能存在暴利回扣，建议
消费者事先做好功课，如发
现 此 类 情 况 就 立 即 更 换 品
牌。

陷阱1：

少报、瞒报

故意漏报项目

陷阱2：

玩弄数字游戏
蒙蔽消费者

陷阱3：

装修偷工减料

售后服务差

陷阱4：

设计师吃回扣
抬高建材售价

装修具有很强的专业性，
消费者如果只是一知半解，处
于强势的装饰公司很容易在合
同中“做文章”。在工商部门处
理的投诉中，有相当一部分消
费者是在合同中被对方钻了空
子，发生质量问题时，只能“哑
巴吃黄连”。

2013年9月，市民胡女士在

某地板品牌的促销活动中，订
购了60平方米的实木地板，单
价为199元/平方米。付了10000
元后，对方表示如果不用楞子
则免费安装，打楞子则需付楞
子钱与工钱，贴脚线还需要胡
女士自行购买。乍听之下，胡女
士对该品牌的细致介绍很满
意，然而收到对方的尾款清单

时，胡女士傻了眼。
“安装的费用很高，算下

来，这地板一点都没优惠。”由
于胡女士已经签了合同，对方
在接受调解时表示，并未多收
安装费，如果消费者不满意，可
选择不安装。面对已经安装好
的地板，胡女士只能“捏着鼻子
忍了”，付钱了事。

陷阱5：

合同不规范

顾客吃哑巴亏

温馨提示

专家支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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