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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日报》 唐姝

近日，北京一超市电动扶梯发生惊险一幕，一名顾客掉进电梯

内部，下半身被卡住不能动弹，消防救援人员联合电梯维修人员，

经过破拆部分电梯部件成功将顾客救出。

作为居民“出门第一步，回家最后一程”的交通工具，电梯的安

全关系到千家万户。数据显示，近年来我国电梯保有量不断增长，

2021 年全国电梯保有量达 879.98 万台。与此同时，维系电梯安

全运转的维保人员却面临几十万人的缺口。电梯维保从业者为何

一直缺人？记者就此展开采访。

不分昼夜，24小时待命

2 月 16 日上午 9 时，在位于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一栋办公楼的电梯间

内，80 后电梯维保员汪小扁和他的 90 后搭档金华与往常一样正在进行日

常保养工作。电梯机房的主机柜和操控板上布满了密密麻麻的线路、开关

以及各种指示灯。

“电梯是机电一体的特种设备，每台电梯有上万个零部件，维保人员要

掌握一定的电气知识，还得认真仔细，哪怕掉落一个小石子都可能会导致

电梯出现故障。”汪小扁打开工具箱，扳手、老虎钳、万用表、卷尺等塞得满

满当当，光螺丝刀就有6把不同的尺寸。

维保工作不仅是技术活，还要进行扫灰、爬高等体力劳动。从业 5 年

来，每天爬三四十层楼对汪小扁来说是家常便饭，有设在楼顶的电梯机房，

还需要通过爬垂直的天井才能到达，“感觉腿都在发抖”。

按照相关规定，像这样的日常保养每 15 日要进行一次。通常来说，日

常保养和急修值班各有班次分工。然而，由于人手不足，汪小扁和金华也

要负责所在区域的急修任务。

“无论是刮风下雨还是节假日，急修人员都24小时待命，半夜爬起来接

任务是常有的事。”金华说，接到电梯发生困人等故障的报告后，维保人员

应在30分钟内到达现场实施救助。为了防止堵车耽搁时间，他一般都是骑

电动自行车穿梭于单身宿舍和维保现场。

“由于工作性质特殊，年纪大了就不适合在一线维保了，只能做技术支

持。公司也在不断招新，但是很多年轻人不愿意干这行，脏苦累，还没有休

息，有的干一两个月就走了。”汪小扁说。

高风险低回报，人员在流失

“电梯工这个职业一直都是缺人状态。”一位广东的电梯从业者表示，

这行人员流失的多半是有经验的老师傅，在一些维保公司，好多新人半路

出道就要被安排再带新人。

江苏常州人王文已从业近 20 年，如今，退居二线的他在四川成都一家

电梯制造企业的维保团队从事技术管理。他认为，很多人不愿意干主要是

因为薪资待遇和劳累程度不成正比。“除了一线城市，各地工资待遇差不

多，普遍在五六千元左右，也有少数技术支持或管理人员月薪过万元，维保

是电梯行业里工资最低的工种。”王文说。

汪小扁所在的维保站点站长胡程鹏透露，基层维保人员待遇上不去，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市场利润

太薄，近年来电梯维保市场持续

恶意竞争，一些维保企业通过压

低维保费用来抢占市场。“一台

十层的厢式电梯正常的月维保

费用是600元，但一些维修公司

可以将价格压到150元左右，有

的物业公司为了省钱就会选择

报价低的维保公司。”胡程鹏表

示，按常规来算，每名工人月均

维保电梯大概在 30 台，而打价

格战的公司月均维保超70台，难以保障维保质量，甚至带来安全隐患。

多位受访从业者表示，维保工作不仅具有一定的危险性，还要面临用

户的投诉、不理解。尽管已经尽最快速度处理故障，用户还是会觉得太慢，

常常抱怨电梯为什么总坏。“干这行得脾气好，有耐心。”王文说。

规范市场，提升维保人员待遇

“有很多年轻人理解不了这个行业，这一行还没有得到相应的尊重。”

从安徽安庆老家来到合肥的汪小扁还想继续在电梯维保行业深耕，在他看

来，这是一门技术工种，是手艺活儿。与此同时，他也希望行业乱象能得到

整治，市场更加规范，维保人员的待遇得到提升。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去年印发的《电梯质量安全提升行动方案》提

出，要引导电梯维保行业健康发展，形成优质优价的维保市场，促进电梯维

保质量水平提升。2022年11月，深圳发布新规，电梯维保单位发生现场维

保数量一人超过 30 台/月或按需维保数量一人超过 60 台/月的，所在辖区

市场监管部门应当启动专项监督检查。2022 年 12 月底，国家市场监管总

局还就鼓励推广应用“保险+服务”“电梯养老保险”等电梯安全保险模式等

公开征求意见。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劳动关系与工会研究院研究员曹荣建议，一方面，

要提升一线电梯维保人员工资待遇和加强安全保障，另一方面，应探索电

梯维护人员的晋升方式，建立适合该行业的技能培训体系，通过技能等级

的提升，有效增强维保人员在劳动力市场的议价能力。此外，对于一线电

梯维保人员工作压力大的情况，企业和相关部门要对这一群体，尤其是年

轻的一线人员给予更多关注和关怀。

电梯维保岗位为何长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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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月谈》 韩振 周思宇

一则反映电视乱收费现象的视频近期走红网

络。记者发现，当前不少电视 App 存在“套娃式收

费”、影视资源不互通、订阅容易取消难等现象，部分

消费者在“自动续费”等模式诱导下支出高额会员费。

买电视就要几千块
看节目还要不断交钱

四川成都的王女士说，家里电视除了可以看基本频道

外，几乎所有的功能都要充值续费。王女士也发现点播节目

时存在诱导下载 App 的现象，如果不是电视基础库里的节

目，一旦点开就开始自动下载App。

记者调研发现，当前智能电视上收费乱象屡见不鲜，种

类繁多的视频软件普遍收费高昂、使用不方便，甚至刻意营

造陷阱，诱导消费者支付不必要的费用。

记者打开一部电视机，屏幕首页出现11个显著的剧目推

介，其中 5 个是新剧（新片），3 个是儿童动画，2 个是互动游

戏，另1个也是针对年轻人的动画片。逐个点开这些节目，均

为收费节目。在一款App的收费明细里显示，连续包月收费

每月 29 元，季包每月 22 元，年包每月 19 元。值得注意的是，

这些包月到期后均“自动续费”，“签约期内提前取消，需按月

功能费对未使用月份赔付”。

在首页边框的左下角，记者看到“精选免费”专栏，但进

入后发现，这些片子普遍比较陈旧，可看性不强。时下相对

热点的影视节目，则需要成为VIP会员或单个付费点播。

记者了解到，部分消费者在未充分了解条款或根本不知

情的情况下，家中电视就开通了自动续费，想要取消却非常

麻烦，已支出费用往往不能全额退回。家住浙江嘉兴的钱一

静（化名）表示，自己没看清是自动续费，曾冲着优惠价充值

电视 App 会员，次月收到一张账单，发现视频软件已按原价

续费。

“套娃式收费”等消费陷阱多

重庆市消委会相关负责人表示，当前智能电视让人眼花

缭乱的 App，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受众个性化的需求，但同时

存在收费不透明、内容不共享、使用不便利等问题，给受众造

成困扰。

——“套娃式收费”，信息不透明。“即使成为会员，部分

节目也要付费观看，甚至限时3天内看。”王女士告诉记者，有

的节目需要看90秒至120秒的长广告才能正常观看，有的则

需要再次付费，部分节目付费后甚至要求3日内限时观看。

——影视资源不互通，跨屏重复收费。“很多片子是独家

版权，逼你必须开会员，一年电视 App 会费要花六七百元。”

重庆市民于韬（化名）说，自家电视开了多个 App 会员，每一

个App包年费用都在240元左右。“很多电视App和手机不

互通，换个名字收两次钱，消费者也是有苦难言。”于韬说。

——开通容易取消难，霸王条款难以申诉。“也不知道怎

么回事，稀里糊涂就充了会员，想取消特别麻烦。”四川遂宁

的陈先生前段时间因电视扣费发了愁，他突然发现家中电视

充上了 App 年会员，由于找不到在线取消渠道，最后只能去

运营商营业厅取消，工作人员却告诉他“要满6个月才能停”。

复旦大学法学院教授季立刚表示，消费者有权自主选择

提供商品或者服务的经营者，自主选择商品品种或者服务方

式，自主决定购买或者不购买任何一种商品、接受或者不接

受任何一项服务。“各类视频App通过‘默认勾选’‘默认续期’

等强制搭售商品或服务的销售方式在法律层面属于‘垄断搭

售行为’，该类行为背离了市场交易的诚信原则，更侵犯了消

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

加强监管，畅通维权渠道

针对当前智能电视收费乱象，受访专家和群众建议：

——加强监督管理，畅通投诉维权渠道。当前电视节目

收费乱象在不少地区处于监管盲区，建议各地市场监督管理

局主动介入，对此类现象进行分析研判，加强相关行为的梳

理认定及对相关企业的监督管理，引导行业协会建立标准和

规范，加强行业自律；同时，进一步畅通群众投诉渠道，确保

维权方便快捷、切实有效。

——查处打击强行搭售行为，促进在线视频行业健康发

展。季立刚表示，经营者搭售涉及反垄断法、消费者权益保

护法、电子商务法等多部法律法规的规制范围，建议加大对

该类视频平台或App强行搭售行为的查处打击力度，维护消

费者的合法权益，同时对其他同类经营者起到警示作用。

——优化会员定价策略，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受访群

众期盼，同一视频软件在不同端口上不再重复收费，实现“一

次缴费、全屏互动”，会员账号在电视、手机、电脑、平板等电

子设备上通用。此外，相关企业应充分保障消费者的自主选

择权和知情权，对于“自动续费”等营销模式中的重点条款作

突出展示，明确告知如何取消订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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