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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开始商家说 380 元，最后竟
要价730元。”回忆起维修手机的经
历，杭州的消费者程女士很是气
愤。因手机屏幕损坏，程女士将手
机送到街边一家手机维修店铺维
修。

检测过能否开机后，商家表示
可以维修。“开始维修后，维修师傅
用3倍的语速说了一堆我听不太懂
的专业术语。最后说手机主板短
路，维修费用需要380元。”程女士认
为价格可以接受。紧接着维修师傅
又表示手机屏幕损坏，需要350元。

“他的语速太快，我以为商家主动优
惠了 30 元，没想到最后是 380 加上
350，最后需要730元。”程女士说。

河北的于先生也有相似的遭
遇。“一开始维修师傅说主板损坏维
修需要680元，接着又说排线出现问
题要再加280元，然后又说主板损坏
太严重需更换要价960元。”于先生
不理解，“修个手机为何套路这么
多？”

一位从业者向记者透露，手机
维修的价格一般做不到完全透明，
不同的维修商家对同一维修项目报
价可能存在差异。而消费者往往对
维修配件、技术不了解，难以判断价
格的合理性。同时，有些商家还会
夸大手机问题的严重程度，诱导消
费者多花钱。

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
会委员盘和林认为，手机维修套路
多，很大程度上是交易双方信息不
对称导致的。维修商家有信息优
势，而消费者缺乏这方面的知识。
商家在报价上处在优势地位，维修
手机往往是刚性需求，消费者缺乏
议价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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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修过程遭遇频繁加价

“手机没修好还要付拆机费”“商家一开始报价低，但
在维修过程中却频繁加价”“手机越修毛病越多，修到最后
几乎报废”“手机修了不到一个月又坏了，店家明确表示没
有质保”……

长期以来，手机维修的套路被广大消费者诟病。此
前，多地消费者协会也曝光手机维修猫腻，“无病大治，小
病大修”，收费标准不明确，维修材料以次充好等问题成行
业通病。

消费者遭遇“价格刺客”时应如何维权？手机维修行
业应如何规范完善？记者了解到，目前关于手机维修虽出
台了相关服务规范，但多数店铺并未按照标准规范履行，
行业标准落实还需进一步加强。

记者查询了解到，早在2015年，相关部门
就发布并实施了《移动通讯终端售后服务规
范》（以下简称《服务规范》），其中明确规定了
移动通讯终端生产企业、维修机构在为消费者
提供售后服务时应遵循的服务质量要求。

《服务规范》要求，维修机构应在营业场所
公示授权维修证书、服务质量承诺、主要配件
来源及价格明细表、服务人员技能资格证书等
内容。但通过记者的走访和消费者的反馈，大
部分手机维修店铺并未公示以上信息。

同时，《服务规范》属于推荐性行业标准而
非强制性标准。“手机产业发展迅速，产品多
元，因此很难用一条标准规范所有品类的手机
维修服务，这就要求相关标准也要及时更新修
订。”盘和林表示。

“标准分为企业标准、地方标准、行业标
准、国家标准等，标准制定不是一个部门可以
完成的，需要企业、标准化机构等共同参与建

立，然后推广，这是一个系统性的过程，需要逐
步完善。”芦云说。

芦云建议，规范手机维修市场，首先需从
源头规范手机维修产业，手机维修店铺应让消
费者清晰辨明其为品牌官方授权还是第三
方。其次，在维修过程中，商家应清晰告知消
费者价格、维修内容、所需配件等，避免引发误
解。

“同时，手机维修的协议往往由经营者单
方出具，其中一些条款可能存在不公平的情
况，因此协议内容应当规范合理。消费者维修
前应多询问多了解，维修后出现问题及时向商
家反映。”芦云表示。

盘和林建议，消费者应选择信誉度较好的
维修店，维修时需让维修人员道明流程，以书
面形式注明手机出现的问题和更换的零件品
牌、型号信息，防范乱收费等情况。遇到纠纷
时可拨打投诉热线，维护自己的权益。

行业标准落实仍需加强

“本想去官方售后修复手机电池，没想到
却被假冒店铺坑了1800多元。”广州的洪女士
告诉记者，今年2月，她在网页搜索某品牌手机
官方维修网点，选择了排名靠前的一家店铺并
预约了线下维修。“这家店铺有客服接待，网页
包装的很像是官方售后，品牌标识清晰可见，
联系电话是‘400’开头，预约成功还有短信提
示。”种种迹象让洪女士信以为真。

记者看到，洪女士收到的预约短信不仅包
含预约号、预约时间，连地址、乘车路线等信息
也一应俱全。洪女士到店后，商家表示需要拆
机检查，拆机后告知她运行底盘损坏，更换需
要1868元。“商家说如果不更换底盘就要返厂
维修，花费会更多。”无奈之下，洪女士交了
钱。不过，事后她发现这家店铺并非官方售
后。

4月初，武汉一女子“7000元手机维修费竟
要14000元”的事件冲上热搜，该女士同样是被
假冒官方售后坑骗。

冒牌店铺为何横行手机维修市场？
北京市律师协会消费者权益法律专业委

员会主任芦云表示，假冒官方售后以线上引流
的方式把消费者吸引到线下，这种模式使他们
的经营行为和服务脱离平台监管，灰色交易、
诱导消费等行为就可能发生。同时，交易证据
若未保留，维权难度便会加大。

记者走访时还发现，有手机维修店铺招牌
上标有某些品牌手机标识，并宣称是“xx手机
维修中心”，但在官网却不能查询到该店铺的
信息。对此，芦云认为，如果店铺打着品牌官
方售后的名义却没有得到品牌授权，便可视为
违规。

谁是真正的官方售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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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荐首选该手机品牌的官方渠
道

这种维修途径是最稳妥的，可以从
手机品牌的客服电话、微信公众号或者
官方网站等，查询维修方式和官方门店
或授权维修点信息。

△ 选择授权店，要注意资质
选择到手机品牌的授权实体店铺进

行维修时，要注意查看相关授权资质，以
确保能使用手机品牌方提供的零件。

△ 手机开启“维修模式”
现在不少手机都有“维修模式”，帮

助用户在维修时保护手机隐私。
△ 提前备份保存个人数据
如果选择寄送维修的方式，注意提

前备份手机中的个人数据，并取出手机
卡。最好是将手机恢复出厂设置后再寄
出，避免个人隐私信息泄露。

△ 保留相关维修和交易凭证
一定要记得保留相关凭证，以防出

现纠纷。
提醒：手机里尽量不要放身份证、私

密照等照片，如手机中含有私密信息，一
定要设置安全密码。 来源：新华网

维修手机需要注意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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