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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0日，世界气象组织发布报告称，据初步数据，7月3日至9日，世界刚刚经历了有记录以来最热的一周。

炎炎夏日，杭州的气温也持续维持高位。刚来杭州实习的大学生小于说：“下班了，这条命就靠空调给的。”小于住在城中村骆家庄，850元的月租还包括水费，一

度让她觉得自己“捡了漏”，但在交电费的时候，她傻眼了，“没想到用了300多元的电费。”

问题出在出租屋里的空调上。没有贴牌、其貌不扬的空调，一晚上要悄悄烧掉不少钱。

近日，浙江也有网友吐槽出租屋五级能效的空调让自己“心凉了一半”，话题一度冲上热搜。因为，城中村普遍每度超一块钱的电费，让“续命神器”成了炎炎夏日

里的“烧钱机器”。

近日，记者走访了杭州部分城中村发现，好好的空调变成了“刺客”，电费竟然还成了一块算不清的“糊涂账”。

这么热的天，城中村租客为什么不开空调

一个月房租850元
电费还要花300多
本报记者 许伊雯 实习生 关春源本报记者 许伊雯 实习生 关春源

刚来杭州，没有积蓄，蜗居在城中村最

便宜的单间里，是很多“杭漂”的真实写照。

现在的骆家庄，周围配套的生活服务

设施一样不少，已经很难将它与“城中村”

一词联系起来。这里租金很便宜，一个月

千元左右的单间比比皆是，是很多外地来

打工年轻人的“来杭第一站”。而到了夏

天，电表上“哗哗”转动的电费，是每个住在

这里的普通人都介怀的事。如果不刻意去

省电，三位数的电费并不夸张。

空调到底是不是贴牌的二手翻新货，

电费到底该是多少，房东到底有没有自己

涨价，其实很难一言概之，因为这几乎成了

城中村租房的默认规矩。

那么，房东私自定价的行为是否属于

违规收费呢？对此，记者采访了中国政策

科学研究会特邀研究员、太琨律创始合伙

人朱界平律师。他表示，关于电费的收取，

应按实际使用的度数和电力公司的收费标

准计算收取，房东不得以安装了电表为由

提高电价。电表、水表这些计价设备均是

出租方出租房屋应提供的最基本的配套设

施，不应在租金之外再单独收取或以此变

相提高租金。作为出租方，可以通过租金

的收取来收回投入成本。

如何让电费贵不再成为流动人群的难

题，考验的是相关管理部门的执政能力、治

理智慧、服务意识。今年 5 月，广州就“电

费刺客”问题颁布相关条例，明确规定对通

过代收电费、在非电网直供环节收费等形

式加价或者变相加价收取电费的主体，市

场监管部门将给予警告，责令返还违法收

取的费用，可以并处违法收取费用 5 倍以

下的罚款。

期待杭州尽快出台相关政策，展现温

度和诚意，这不仅关系到杭州城市品牌形

象，也是展现杭州温度、留住人才的关键所

在。

电价房东说了算，违规吗？
尽收眼底的房间，泛黄的陈设，夏天的晚上

宁愿吹电扇也不开空调，这是很多在城中村租过

房的“杭漂”都曾有过的记忆。

小于租住在骆家庄，较好的地段、低廉的租

金，让她对这个有着 10 平米左右的房间很满

意。但在拿到300多的电费账单后，她有了搬家

的冲动：实习工资只有2000元，交了租金后生活

费只剩下 1000 元，300 多元的电费的确给她带

来了不小的压力。“一度电 1.2 元，我现在已经连

空调都不敢开了。”小于对记者说。

持续的高温天气，空调成了大家的“续命神

器”，然而高昂的电费，让“不敢开空调”和“学会

省电”成了城中村打工人的普遍心理。

软件工程应届生小张现在租住在背靠西溪

湿地的城中村五联西苑，两个月来投的简历有如

石沉大海，一度让他焦虑到失眠，更让他气愤的

是，房东最近把每度1.2元的电费涨到了1.3元。

在城中村租房三个月的小周，已经学会怎么

开空调、热水器、用水最省钱，“每月能省出几十

块。”

为了把在骆家庄租的房子转租出去，小路已

经在社交媒体上发了三个帖子，他在这个单间里

总共只住了二十多天，现在因为工作不合适辞职

要离开杭州。不过，他告诉记者并没有觉得 1.2

元每度的电费很贵，“骆家庄房租很便宜，周围配

套设施很齐全，性价比其实挺高的。”

打工人的夏天，不敢开空调打工人的夏天，不敢开空调
空调刺客

市场反应

杭州现存城中村并不多，尤其是主城区的改

造，这几年已基本完成。但近郊倒还有不少，比

如骆家庄、益乐新村、五联东苑、五联西苑、古荡

湾新村等。过往 10 多年来，这些小区因地理位

置优越、租金低廉，成了许多年轻人来杭州落脚

的首选。

近日，记者以租客的身份来到骆家庄，刚进

小区，就被一群阿姨团团围住。这些衣着朴素、其

貌不扬的阿姨们三五成群，支着小板凳坐在骆家

庄主干道路口，她们是这里的房东，掌握着房源

和租房市场最新的动向，不少人都过着年轻人梦

寐以求的生活：拿着一长串钥匙挨家挨户收房租。

但最近，阿姨们感觉来租房的年轻人“变少

了”，房子“不好租”了。

面对新租客，阿姨们似乎也感觉到了年轻人

对于空调能效的在意，总会反复强调这是“新装

的”“新能效的”“品牌的”。

事实上，在现实的出租屋中，存在着大量不

符合新国标的高能效杂牌空调。记者在城中村

发现，出租房中老旧空调居多，有的甚至看不清

能耗标签，无论什么牌子的空调，大部分的能耗

并不低。

房东感叹，房子不好租了房东感叹，房子不好租了

出租房中，不仅很多空调能效不达标，电价

也基本由房东来定，这让“囊中羞涩”的租客们更

难以接受。

在城中村，每度电 1.2 元的价格已成为租房

市场的常态，市场价几百来块的五级能效空调，

对房东来说不仅能省钱，甚至还能赚钱。

面对租客对电费计费的疑惑，房东阿姨们的

解释则“千奇百怪”——“楼道和公共区域的电也

要房东来出的”“这个还包括管理费用在内的”

“按市场价格来的，自己没有涨价”。

其实，早在 2021 年 9 月，浙江省发改委、浙

江省市场监管局就用电不合理加价发布了《关于

进一步规范转供电价格行为有关事项的通知》，

文件显示，对于工商业用电转供电价格，任何单

位和个人不得在终端电费中加收其他费用，不得

以电费为基数加收服务类费用。

这意味着，若出租屋为工商业用电转供电，

出租屋业主应按相关规定确定基准电价和最大

上浮幅度，不得私自定价。而这些林立在城中村

出租给年轻人的房屋，一般而言，都是一户一表

的居民用户，使用的应是民用电。

对于房东私自定价的行为，国网杭州供电公

司相关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电力部门只与房东存

在供用电合同关系，至于房东在楼栋内部自行安

装分表再“切割”出租给其他人，属于房东个人行

为。

记者采访的几位租客也回复表示，他们跟房

东签订的合同上是有写明每度电的价格，每个月

也会收到房东提供的收据。在一张 7 月 18 日的

收据单上，记者看到一个房租为1550元的房间，

月电费竟达到了480元。

电费定价、加价，理由“千奇百怪”
乱象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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