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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检测、假清除”，甲醛治理市场
面临诚信缺失

“有公司声称如果购买他们家的
治理服务，检测费用全免，除完甲醛第
二天不但检测合格，还可以立即住
人。”张腾对记者说，然而在屋子里停
留十几分钟就觉得味道刺鼻，时间长
了会嗓子痛、咳嗽，“甲醛显然没有有
效去除。”

制造“甲醛焦虑”，是很多商家诱
导客户购买服务的惯用手法。“居住新
装修未检测甲醛的房间里，导致患急
性白血病”“装修、家具甲醛超标，孩子
查出血癌”……一些不良商家为推销
服务，在甲醛危害上添油加醋，甚至在
网络上散播耸人听闻的谣言，助长民
众焦虑情绪。

一些商家还试图用虚假数据蒙蔽
客户。今年7月，广东广州市的陈先生
在某环境治理机构购买了一次“全屋
甲醛检测”服务。在工作人员抽取空
气样本期间，陈先生打开机构带来的
检测仪，发现在一个隐藏页面中，甲醛
含量的基数已被设置成了“+0.03”。
陈先生从相关从业人员处了解到，“如
果基数设置为‘+0.03’，无论真实数据
是多少，检测结果都会高出每立方米
0.03毫克”，商家即可借此引导客户购
买甲醛治理服务。

除了人为调控检测仪基本数值
外，有些机构还会利用显色液等手段
操控仪器数值，滴得越多甲醛浓度就
越高，相反则越低，检测仪变成欺骗的
道具。在一些地方，甲醛治理市场诚
信缺失，初检时人为提高检测值、复检
时再人为降低检测值，如此操作成为
商家们心照不宣的秘密。

更需警惕的是，一些不法分子通
过线上违规开具甲醛检测和治理的企
业资质、个人能力证书牟利，从线上到
线下形成一条灰色产业链。记者在某
主流电商平台检索“甲醛检测证书”，
发现有不少可开具相关企业资质以及
个人能力证书的网店，一些商品图片
上甚至用大字标榜“官方网站可查真
伪”。记者随机咨询一家网店的客服，
是否可以办理从事甲醛治理行业的企
业资质证书，对方表示需提供营业执
照，并称“一套费用600元，包含三年年
审”。记者追问是否需要评定，客服随
即发来一个微信账号，并表示“不严格
的，基本上都能通过”。记者再问是否
可以办理甲醛治理方面的个人能力证
书，对方表示只需提供身份证号、姓

名、本人自拍照片即可，不需要做能力
测试。

部分机构检测结果存疑，市面上
的很多家用甲醛检测仪产品也不可尽
信。去年10月，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
护委员会测试了 15 款热卖甲醛检测
仪，其中仅3款在较低浓度测试中误差
不大。而这些测试下来有问题的产品
中，宣传语五花八门、极尽夸饰，甚至
有不少还借用专业机构、权威媒体和
知名大学的名义为自己宣传。

甲醛治理市场一定程度上存在从
业门槛较低、从业者资质不易辨别的
问题

消费者之所以会频频上当中招，
一方面，是因为甲醛治理市场陷阱多、

“套路”深；另一方面，甲醛检测、治理
市场一定程度上从业门槛较低，从业
者资质不易辨别。

有业内人士透露，一些机构购置
几台检测仪、几瓶药剂就可支起摊子
接活，“有的保洁员都改行干起了测甲
醛、除甲醛的营生”。网友“土豆”反
映，在众多社交平台上可以看到不少
宣传加盟甲醛治理机构的帖子，“想做
甲醛治理机构，只要成立公司、申请营
业执照即可，短视频平台推广渠道开
通后，就可以开始线上接单了。”某社
交平台上以“除甲醛创业”为标题的短
视频如是说。

行业门槛低，导致从业者水平参
差不齐，无序竞争乃至乱象丛生。为
了抢客户、揽业务，可能陷入价格战的
恶性竞争中。张腾关注到，目前市场
上不乏一些价格极低的甲醛检测、治
理服务，它们往往以“特价优惠”“限时
抢购”为噱头，吸引消费者的眼球。比
如原本60元每平方米的治理价格，却
被很多商家拉低到二三十元，这种远
低于成本的报价背后存在的人员不专
业、设备简陋、试剂不合格的风险，终
将由消费者承担。

目前，甲醛治理品牌主要以“加
盟”模式进行市场扩张。较低的入行
标准，简单的加盟方式，让甲醛治理市
场成为“圈快钱”的角逐场。事实上，
近年来不少甲醛治理头部品牌“翻
车”。不久前，加盟商遍及全国的“森
家环保”被曝除醛服务涉嫌违法违规，
不顾消费者的生命健康，将“转化率”
建立在虚假的甲醛检测数值上。在甲
醛治理市场监管不足的背景下，一些
品牌出事后改头换面，抹去“黑历史”
卷土重来，加剧行业失信乱象。

此外，市面上还出现不少冒牌公
司，盗用专业检测机构名头开展业务，
给正规企业形象带来负面影响。李先
生来自北京一家正规专业环境检测机
构。今年 5 月，李先生接到顾客的电
话，称其所在的公司检测价格不统一，
上门检测人员与该公司人员信息不匹
配。这时李先生才发现，原来是自己
公司的名号被盗用了。“我们公司有专
业的资质，自媒体账号也是经过专业
号认证的，但是这个冒名公司没有经
过专业号认证。”李先生多方确认后发
现，该检测机构并未取得授权，而是冒
用了李先生所在公司的名头，“这不仅
损害了公司的名誉，还涉嫌欺诈客
户。”

严格审查企业资质，筑牢室内环
境安全防线

甲醛检测和治理需求日益上升，
一方面，甲醛超标确实一定程度上危
害人们的身体健康；另一方面，在商家
炒作之下，很多消费者对甲醛有着过
度焦虑、恐惧的心理。

记者调查发现，在一些主流短视
频平台上检索“甲醛”，热门视频多来
自自媒体账号，其中不乏对甲醛危害
性夸大其词者，而专业权威的科普视
频较少。

“甲醛在气体状态下无色，有刺激
性气味，它的释放存在一定的周期，可
能是几年，也可能是几十年，因此是无
法一次性除干净的，需要长期开窗通
风换气来进行治理。”四川大学材料科
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陈金伟认为，有
必要加强对民众的科普宣传，帮助人
们树立起对甲醛的正确认知，提高消
费者对伪劣除醛服务的辨别能力。

近年，有关部门不断更新室内空
气质量标准规范。去年实施的最新版

《室内空气质量标准》规定，关闭门窗1
小时后，室内甲醛浓度不高于 0.08 毫
克每立方米。在实际检测操作中，检
测值通常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甲
醛检测首先要对室内环境进行封闭处
理，如果刚好在封闭的这两天，装修材
料释放的甲醛量多一点或少一点，检
测值就会不准确。同时，气温高低也
对甲醛释放量存在影响，如果在气温
高的天气进行检测，可能数值也会偏
高。”陈金伟说。

对于除醛机构既当检测、治理“运
动员”又当“裁判员”的问题，法律法规
也有明确规定，去年更新的《检验检测
机构资质认定评审准则》中就要求“检
验检测机构应当独立于其出具的检验
检测数据、结果所涉及的利益相关方，
不受任何可能干扰其技术判断的因素
影响，保证检验检测数据、结果公正准
确、可追溯”。据此，“左手接检测、右
手接治理”的商业模式属于违规操作，
更别提在甲醛检测数据上造假，已经
触及“红线”。

中国人民大学生态环境学院副教
授冯琳认为，主管部门应提高甲醛检
测和治理行业准入门槛，严格审查企
业资质；监管部门应以更强有力的监
管，规范甲醛检测和治理市场，筑牢广
大居民室内环境安全防线。“对于甲醛
检测和治理过程中的数据造假问题，
应坚持‘零容忍’，及时完善相应法律
法规，为行业设路标、划红线；对于存
在的黑灰产业链要形成打击联动机制
和常态化监管机制，让造假行径无处
遁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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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醛治理市场面临诚信缺失

当下，甲醛污染问题成为民众在房屋装修后普遍关注的话题，甲醛检测、甲醛治理等服务也应运
而生。然而，甲醛检测治理市场却出现“假检测、假清除”问题，对此，专家呼吁：室内空气检测行业与
公众利益密切相关，有关部门须进一步明确检测标准和操作规程，规制“一手检测、一手治理”的商业
模式；对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和身体健康的商家，应严肃查处。

近年来，“悦己经济”崛起，消费者选购商品时，除了关注实
用性之外，也关注自身的情感需求和个性化体验。记者调查发
现，这股风潮也刮到了汽车衍生品市场，尤以新能源汽车最为
明显。小到挂件、玩偶、无线麦克风，大到车载冰箱、电饭煲，随
着越来越多生活用品出现在车内，汽车变成了一个移动的

“家”。

汽车衍生品备受车主青睐

购车之后，小徐解锁了不少新体验。前不久，为了跟闺蜜
去郊区露营，她在网上购置了简易幕布、车载投影仪、电源适配
器，精心打造了一个“私人移动影院”。

“我们白天在草地上野餐、做瑜伽，晚上回到车里，用烧水
壶自制了奶茶，打开投影放起科幻大片，好不惬意！”小徐说，虽
然这套设备的价格不便宜，但让自己的身心得到了放松，因此
觉得很值。

对于经常出外景的摄影师王先生来说，车载冰箱是夏天必
备的好物。

“有了冰箱之后，随时都能喝到冷饮，全家出去自驾游，还
可以在冰箱里放一些水果、雪糕。”王先生告诉记者，他购买的
冰箱容量为12L，直接插进点烟器口就能取电，使用起来很方
便。

行业研究平台产业在线发布的数据显示，2023年中国压
缩机车载冰箱销售规模达415万台，在冰箱冷柜产业各品类中
遥遥领先，已经连续8年保持两位数增长。

记者在电商平台上检索发现，车载冰箱的价格少则一两百
元，多则三四千元。此外，充电式车载胰岛素冷藏盒、“背奶妈
妈”专用母乳冷藏箱等细分品类也销售火爆，有的商品销量已
过万元。

除了车载冰箱等大件，一些车载小商品也颇受欢迎，不少
蔚来车主为车载智能助手NOMI购入了各式各样的帽子，让
车辆更有个性。

此外，除了专营汽车用品的商家外，不少车企也纷纷跟进，
推出带有品牌特色的衍生品。例如，小米汽车上线了前风挡遮
阳伞、便携充放电枪、K歌麦克风等产品；小鹏汽车开发了车载
香薰、冰箱、吸尘器等；理想汽车打造了副驾单人充气床垫、车
载投影仪等产品。

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汽
车已不仅仅是一种代步工具，而是变成除了家和办公室以外的

“第三生活空间”，能满足出行、休闲、社交等多样化需求。

情绪价值引领消费新潮流

“衍生品市场的崛起，与汽车的新能源转型密切相关。”张
翔告诉记者，一方面，燃油车的电瓶电压通常为12V，难以为冰
箱、电饭煲等大件电器充电，而新能源汽车的电池包足够大，可
以支撑更多电器运转。另一方面，新能源汽车往往空间更宽
敞、配置更丰富，给热爱“装修”的消费者提供了发挥的空间。

从消费端来看，张翔表示，一方面，年轻消费者越来越看重
“情绪价值”，愿意为“小确幸”买单。另一方面，自驾旅行、户外
露营等成为生活新风尚，大家待在车里的时间越来越长，自然
希望营造更舒适、温馨的环境。

汽车行业分析师钟师表示，一些商家捕捉到这股新潮流，
积极布局衍生品新赛道。同时，近年来，新能源汽车市场竞争
激烈，不少车企也开始在衍生品领域下功夫，希望以此吸引年
轻消费者。

最近，小徐经常泡在“车友社区”里研究车品，跟其他车主
交流“装修”心得。接下来，她还打算购入车载香薰和车身贴
纸。“父母有时会唠叨，觉得我是多此一举，把车里搞得‘花里胡
哨’。但对我来说，这也是表达自我和享受生活的一种方式。”
小徐说。

统一的行业标准亟待建立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作为一个新兴领域，汽车衍生品增长
势头良好，但也正在经历“成长的烦恼”。以车载产品中销量较
高的车载冰箱为例，在相关商品的评论区，时常出现对质量问
题的吐槽，例如噪声大、制冷效果差等。

在黑猫投诉平台上，还有消费者反映，自己购买的车载冰
箱内部起火、冒出白烟，而商家却无法回答失火的原因，只表示
需要更换电路板。当被质疑其产品存在安全隐患时，商家表示
发生故障会自动断电，但实际上，从发现起火到手动断电，冰箱
一直在运行。

业内人士分析称，目前，就车载家电来看，因为利润不够有
吸引力，有经验的家电企业较少涉足这一领域，而且车载电器
与家用电器在安全和性能方面的要求也不太一样，从业者都是
在摸索中前进。

钟师告诉记者，汽车衍生品兴起的时间较短，不少品类尚
未建立统一的行业标准，产品质量参差不齐，这也导致消费纠
纷时有发生。但随着行业的进一步发展，相关问题有望得到解
决。现阶段，商家应设立保修期、做好售后服务，入局的车企在
这方面也要谨慎，避免质量瑕疵对品牌的伤害。

“随着汽车保有量的稳步增加，衍生品的发展空间广阔，各
方要抓住商机。”张翔建议从业者瞄准需求，不断创造衍生品消
费新场景，在确保安全性、可靠性的前提下，为车主提供智能
化、个性化的服务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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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衍生品生意何以越做越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