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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各大电商平台、家电卖场都推
出了“延保服务”：消费者只要支付一
笔额外的费用，一般是产品价格的 5%
至10%，就可让购买的家电产品保修期
延长一段时间。然而购买更长的保修期
限，是否等同产品的“三包期限”自动
延长了呢?相关服务应该是生产厂家还
是家电卖场来提供?

记者走访家电卖场发现，小到豆浆
机、电饭煲，大到空调、电冰箱、洗衣
机到电视机甚至电脑等家电商品标签边
上都有一年延保、两年延保等价格标
识。费用按照家电品类、产品售价、使
用年限、延保时长而不同。

郑州的刘先生三年前网购的一台液
晶电视，前不久坏了，已经过了厂家规
定的“整机一年，主要配件三年”的质
保期，好在他当时就多花五百多块钱买
了三年“延保”服务，整机保修三年。

所谓“延保”，就是消费者支付额
外费用，或者由商家赠送，让产品保修
期相对延长一段时间。协议上明确写
着，电视机购买价格为 4800元，延保
服务费510元，延保期是厂家整机保修
一年结束之日生效，之后三年内电视机
出了问题都要由延保公司负责维修。

延保公司客服人员建议，最好去联
系一下负责保修的这个产品。因为刘先
生的延保费用并没有提交到延保公司。

按照客服的说法，当时刘先生直接
将延保费一并付给了购物网站，网站并
没有将这笔钱打给延保公司。

刘先生遭遇了延保公司和电商踢皮
球。原来，当初购买电视机的电商如今
已被其他电商收购，新的电商与延保公
司并没有合作，因此查不到当时的延保
费在哪里。

对此，北京岳成律师事务所律师岳

屾山提到，个别家电“延保服务”的确
暗藏玄机，消费者要警惕遭遇文字游
戏。消费者要清楚提供延保服务的究竟
是哪一方。有厂家延保服务，有销售方
延保，还有第三方的延保服务。岳屾山
指出，这三者当中厂家延保服务是最靠
谱的。商家在销售延保时是作为一个产
品销售，有时说的很好，但有时具体提
供服务和销售的承诺不相符;还有一种
商家、消费者和第三方踢皮球，互相推
诿的情况。

延保已成为消费纠纷热点，但并非
所有产品都需要延保服务，消费者应酌
情选择。

河南省工商局12315消费维权先锋
队队长郑岩说，消费者在购买家电中常
会遇到“延保”服务不能正常服务的情
况，在修理维修服务中，“延保”服务情况
复杂，都要依据个案处理。大品牌可能
支付的时候直接购买延长保修期服务;
有些在保修期内存在其他质量安全隐患
或者问题的时候，厂家单方面做出的承
诺，更换零部件维修之后再往后顺延。

作为近年来新兴的售后服务契约，
“延保”服务并非延长“三包”，只是一种
风险管理产品。说白了，就是给自己的
家电买了个意外险。律师岳屾山说，如
果选择“延保”服务，就要签订“延保”服
务合同，明确“延保”期限、“延保”范围、
故障责任界定、收费或是免费、违约责任
等事项，此外要特别留意一些昂贵部件
是否属于延保修理范围。

岳屾山指出，一般发生的时候都要
经过一段时间，当时承诺做延保或提供
延保服务的已经不存在了，或者不提供
相关服务了。这就提醒消费者们在购买
时要注意保留好凭证，包括选择好平台
和商家、网站来服务。

家电延保服务猫腻多 一定要签明确期限

“大盘不好总有人会逆生长，彩
电就是一个案例。”但他2016年，可能
是最艰难的一年。

数据：电视衰亡论持续发酵
整体来看，受主要新兴国家和地

区货币贬值以及经济成长的影响，
2015年全球彩电出货 2.3亿台，同比
下降 2.5%。中国已然成为全球彩电
生产和销售主要地区，2015年中国彩
电零售市场表现逆势上扬，2015年中
国彩电市场零售量规模为4674万台，
同比增长 4.8%，零售额规模 1572 亿
元，同比增长7.5%。这样一个成绩可
以说是眼前一亮，远好于行业预期。

2016年电视的价值将继续发酵，
客厅经济成为彩电行业趋之若鹜的
存在。但同时也要注意到，2016年世
界经济仍将呈现复苏乏力态势，预计
全球GDP将维持在 3%左右的增速。
在此背景下，中国经济发展增速也将
放缓，进入到调结构的新常态，一定
程度上会波及彩电制造业的发展。
预测数据显示，2016年中国彩电市场
零售量规模将达4739万台，同比微增

1.4%，零售额规模将达 1611亿元，同
比增长2.5%。

2015是打基础的一年，2016年彩
电企业要过苦日子。这样悲观的论
调有是三个重要支撑因素：首先，中
国经济不可能在世界经济探底之前
实现逆转，其次，过高的库存以及过
高的区域分化导致中国的房地产周
期调整可能比以往来的要更加漫长;
并且，2016年大改革和大调整的再定
位，是否能够构建出新一轮激励效能
的机制还不得而知。所以，2016年可
能会是更艰难的一年。

品牌：竞争激烈也玩融合
不仅是外围环境的恶劣，还有产

业自身操盘手法比以往都要复杂。
前中国彩电行业参与者众多，话语权
分散，行业正在经历一场全产业链的
变革。近两年，互联网企业争相涌入
智能电视领域，2015 年就有大麦、
17TV、PPTV、微鲸、暴风、风行等争相
涌入，据统计，目前行业品牌达到了
60多种，2016年预计还会有新的玩家
参与进来。

在众多新兴电视品牌的搅局下，
彩电行业价格战、技术战将继续发
酵。工信部电子信息司视听产品处
主任王中在发布会上感慨道：“外界
好像看彩电行业挺热闹，但业内的人
才知道其中的苦衷。55 寸的 4K 电
视，才卖2799元。这样的价格为消费
者带来了实惠，对产业的发展却是一
个很严重的问题，利润空间越来越
小，寻找产业发展增长点是行业必须
面临的挑战。”今天，中国品牌的综合
实力已经大幅提升，在研发能力、产
品质量、制造水平方面都达到了全球
一流水平，现在要做的就应该是技术
战、价值战，而不应该是无序的价格
战。”

众多品牌的参与进来以及规则
的变化，改变了现有的品牌版图。传
统品牌也不再局限于自身，开始锻造
子品牌或者品牌重塑。过去彩电竞
争是平面竞争，从渠道竞争到上游资
源，现在到了立体化、跨维度的竞争
模式。品牌之间的边界将会逐渐的
消失。面对彩电红海激烈的竞争，传

统品牌与互联网品牌不再是相互独
立与竞争的关系，品牌领域进化为你
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大融合。

技术：众屏时代已经到来
在众多品牌的竞争之下，彩电业

在近年来也涌现出了很多、高端产品
和技术，例如智能电视、曲面电视、超
轻薄电视、高色域电视、激光电视、
OLED 电视等电视屏幕成为行业热
点。中国彩电行业已经进入众屏时代。

随着中产阶级的兴起，中国消费
者对电视产品的消费需求也不断升
级，对产品功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用户需求的多样化也造就了电视屏
的功能众多和屏的种类众多，预计
2016年智能电视的零售量将达 3960
万台，占比 84%;UHD 电视的零售量
将达2046万台，占比43%;55+电视的
零售量将达 1374 万台，占比 29%;曲
面电视零售量将达 300 万台，占比
6%;超轻薄电视的零售量将达 380万
台，占比 8%;高色域电视的零售量将
达 720 万台，占比 15%;OLED 电视的
零售量将达 20万台，占比 0.4%;激光

电视的零售量将达 1 万台，占比
0.02%。电视无论从硬件配置、功能
属性，还是屏幕技术都将呈现出百花
齐放的状态。

“从产品和技术趋势看，2016年
有望成为‘画质年’，在2016年的CES
上，OLED、HDR、QD、8K、超薄、曲面、
音响等技术成为主流。而 2016年的
内需市场，基本需求还是‘更大尺
寸’。”中国电子视像行业协会副秘书
长彭健锋在会上总结道。

他认为，2016年全球经济环境并
不会有明显好转，欧洲、俄罗斯、中东
的不稳定局势将会持续。国内供给
侧改革、中国制造2025、互联网+等战
略将会稳步推进，其积极影响更多是
中远期的。2016年互联网的冲击范
围会更大。虽然5—10年后，“显示无
处不在”的世界十分美好，市场十分
广阔，但企业仍然需要熬过寒冬。

由此看来，彩电企业要永远相信
美好的事情即将发生，但一定要做好
暂时不会发生的准备，努力在寒冬中
求生存。

彩电2015年逆势生长后迎来最艰难一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