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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造假】

曾在川北参观过几
家仿烧汉俑的作坊，老板
是过去的藏友，希望我提
点“如何做得更到位”的
意见。绝大多数巴蜀汉
俑爱好者的钱都送给了
他们。文物造假不是新
兴产业，宋代就已经很发
达。中国文物市场赝品
成交额也早就 N 倍于真
品了。这地图其实很不
专业，太粗略。

——陈聪（媒体人）

真的很替那位长辈
心痛。退休了，做些生意
不容易，爱上收藏初级阶
段被骗是难以逾越的阶
段，但是有多少人越不过
这个阶段眼力开不了，钱
都掉进去了，结果……造
假行业，谁来管理一下也
让他们收敛一下吧。
——马骁（艺术品收藏人）

现在玉器造假的技术
很高超，其中有一种做风
化的效果，就是用喷砂机
喷。喷的时候工人一边呼
呼的喷一边嚷：“再一小时
可就到明朝了啊……再过
一小时就到唐朝了哈，你
要什么朝代的赶紧说，过
了可就回不来了！”
——穆宇静（职业经理人）

据报道,一男子大学
毕业不愿工作独居 14 年,

“宅”死家中。很多人说
这是高等教育的失败。
其实这至多算家庭教育
的失败。我相信他的大
学同学大部分都积极进
取,他只是一个特殊案例,
是个人性情上的失败!别
用不相干的事例攻击高
等教育,至少我的学生都
性情阳光,快乐上进!

——董藩（经济学家）

和一批创业者聊天，
大家认为政府对建设各类
高科技产业园区和圈地的
投入造成了大量的资金和
资源浪费，真正支持创业
公司的资金很少。最近又
有一批文化产业园交易中
心大楼拔地而起，如果政
府总是重视硬件建设而忽
视软件投入以及改善政策
环境，真正的文化创意产
业很难好。

——汪潮涌（企业家）

昨天到了这小海岛，
才发现我手机铃声大得震
耳欲聋，看来北京的背景
噪声分贝之高令人发指。
然后听潮声、虫鸣、午夜远
航船的汽笛，才想起北京
已多年听不见自行车铃和
少年时曾从不同方向几乎
同时传来的下课铃声。现
在学校下课还打铃吗？孩
子们的听觉还敏锐吗？还
有拒绝被淹没的声音吗？

——高晓松（音乐人）

栏目主持：武云溥

■ 一家之言

每 年 的 央 视 3·15 晚
会，都是很多企业的“黑天
鹅”。因为央视的强大影响
力，被突然披露丑闻的企
业，常常立刻遭遇市场上的
惨重损失。

但今年同样被央视 3·
15 揭丑的麦当劳，结局却
全然不同。据媒体报道，3·
15 晚会之后，各地记者走
访麦当劳，发现生意依旧火
爆。有顾客表示：被曝光出
来的问题并不严重，不妨碍
自己继续在麦当劳消费；相
较于之前被曝光出来的其
他食品的安全问题，以及很
多卫生条件明显不合格的
国内餐厅，麦当劳这点问题

“根本不算问题”。而在美
股上市的麦当劳股价，也仿
佛穿上了防弹衣，当天甚至
每股上涨0.75美元。

在互联网舆论上，麦当
劳的待遇也与众不同，前段
时间蒙牛被爆出含致癌物丑
闻后，微博上到处是抵制蒙
牛的呼吁，但麦当劳被曝光
后，却有不少人主动为其
辩护。

为何央视 3·15 晚会的
曝光分毫撼不动麦当劳？
是因为麦当劳太强大，还是
中国消费者太宽容？

麦当劳在 3·15 前后的
遭遇，足以给中国的企业界
上一堂品牌价值课。按全

球品牌研究机构 Interbrand
今年初公布的《2011 年全
球最佳品牌报告》显示，麦
当劳排名最具品牌价值公
司 的 第 六 名 ，品 牌 价 值
355.9 亿美元。而麦当劳在
3·15 之后的市场表现，正
显示出其品牌强大的抗打
击能力以及高顾客忠诚度。

以央视曝光的麦当劳
销售过期食品的细节看，如
果放在对食品质量普遍要
求较高的美国市场，或许就
能引起轩然大波。但在食
品安全环境堪忧的中国市
场，麦当劳等洋快餐作为饮
食服务企业的质量标杆，却
缺乏可替代性，消费者会

想，麦当劳虽然有不合格之
处，但其他饭店只能更烂。
他们只能下意识地选择继
续支持麦当劳，这不能不说
也是一种悲哀。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消
费者的高容忍性对麦当劳
来说值得自豪，但却未必是
件好事。所谓“橘生淮南则
为橘，橘生淮北则为枳”，怕
只怕在中国这个质量“沼泽
地”上，麦当劳也因为消费
者的包容与宽容而堕落，重
新为中国消费者量身定做
低于国际标准的新标准，以
致最终越陷越深，把国际大
牌的一世英名尽毁。

□信海光（媒体人）

3·15撼不动麦当劳也是种悲哀
消费者仍然支持“不合格”的麦当劳，只是在食品质量普遍偏低的中国市场下的一种无奈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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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龙安志在度假
村养的两匹马跑丢后到北
京雁栖派出所报案，两名
警察当天就将其马匹找
回。警察称，有村民看见
马匹向一处旅游区跑去，
因为去往该方向的全是山
路、土路，不能开车。于
是，两名警察叫上几名村
民一路小跑 20 余公里寻
找走失的马匹。（3月18日

《新京报》）
如此亲民、为民的民

警实在令人敬佩。如果没
有亲民的态度，不会在发
现两匹马的踪迹后，立刻
动身前去寻找；如果没有
为民的敬业，不会在无法
乘车的情况下，一口气

“跑”出 20 余公里。可以
说，这两位北京的民警展
现了公务人员应该有的素
养和作风。

可遗憾的是，在网络
关于此则新闻的跟帖中，
人们将关注的注意力放在
了两匹马的主人身份上
——这是美国人的马。于
是，人们担心这两位民警
的卖力执法，只是因为丢
马的是美国人。若丢马的
是中国人，这两位民警会
如此尽力吗？

此前，日本人在武汉
丢车的新闻，就引起过公
众的羡慕与嫉妒。羡慕的
是，丢车之后警方在立案
后连夜展开侦查工作，并
且抽调刑侦力量，参与此
案侦查。嫉妒是，如果是
自己丢了个自行车是否会
让警方如此重视呢？因为
罕见所以围观，所以羡慕
与嫉妒。

武汉警方寻车的表
现，难道不是一种正常的
公务表现？北京警方追马
的努力不是一种应有的公
务热情？原本，公务人员
就该如此卖力工作，一旦
公众的任何利益受到影
响，他们都应该尽心尽力
地服务。这才是公权力
应 该 有 一 份 谦 卑 与 敬
业。可尴尬的是，现实生
活中人们遭遇过太多不
如意的事情。

从这个角度看，民众
在围观外国人的超常待遇
时，其实还包含着一种期
待——无论面对怎样的对
象，权力都能够保持其专
业和敬业的一面。设想，
如果普通人也能如此被
对待，他们又何必在看到
外国人的待遇时，羡慕到
嫉妒？

□李劭强 (高校教师)

民众在围观外
国人的超常待遇
时，既有羡慕与嫉
妒，其实还包含着
一种期待——无论
面对怎样的对象，权
力都能够保持其专
业和敬业的一面。

公众为何
羡慕嫉妒
美国丢马人

夜半
铲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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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画/勾犇

14日夜哈尔滨市6户居民在睡梦中被一伙不明
身份的人从家中强行拖出，并当着他们的面用铲车推
倒房子，然后扬长而去。据悉，针对他们的房子，此前
动迁单位召开过一次动迁会议，但动迁赔偿的相关事
宜一直未能谈妥。（3月18日《黑龙江晨报》）

■ 第三只眼

国内小作坊生产的“伪
意大利品牌”是真品价格的
十倍,而一些产品根本就是
没有“摹本”的、子虚乌有的

“国际品牌”，引来意大利政
府机构来华打假。（3 月 17
日《中国青年报》）。

抛开情绪宣泄式的评
价，笔者以为消息背后隐含
的问题值得深思。

一件物品之所以被仿
造甚至伪造，是因为“正品”
品牌中有巨大的商业利益
存在。奢侈品的特点是物
稀与价高，当违法成本不是
足够高时，即能够给仿造、
伪造者带来巨大的商业利
益。不单是洋品牌，其实贵
州茅台酒、西湖龙井茶叶之

类的国内著名品牌都有大
量的假冒伪造者，而“洋品
牌”之所以更容易被仿造与
伪造，则因为一个“洋”字蕴
藏着许多的深意。

一些国外品牌经历数
十甚至数百年的打造与积
累之后，其或因稀缺的物
料、或因工艺的传承、或因
文化的积淀等等，的确有着
巨大的知名度与市场影响
力，如意大利的手工艺品与
法国的红酒之类，国内消费
者的追捧就是强大市场需
求的一个表现。

此外则涉及“信息不对
称”以及监管与制度、政策层
面的问题。“信息不对称”的一
个最突出的表现是，伪“洋”品

牌的售价居然可以高过真品
价格的十倍，这种情况一般
就不大容易在本土品牌的仿
造与伪造品牌中出现，原因
在于国内消费者不知道真品
价格，或者即便知道境外的
价格，却不一定知道“加价”是
因为市场差别原因，还是关
税差异原因等等。

在监管方面，假冒品违
规成本过低其实正是监管
与惩处不力的最“终端”的
表现。而且，报道中提及国
家知识产权局保护协调司
相关负责人表示意方提供
的信息涉及工商行政管理、
质检等多个部门，跨部门行
政诉讼与问题的处置在我
国又会是一个有着极高社

会成本的问题。同时，也许
还有法律许可范围的细节问
题，比如商家包装中假的意
大利电话号码肯定是欺诈，
但是如果仅印有国外的标志
性图景算不算是欺诈？后者
包装的商品摆在地摊上售卖
与摆在奢侈品柜台售卖性质
是否相同？这显然需要行政
与司法的认定。

而公共事件中往往凸显
公共政策困局，上述问题的
解决，其实都离不开政府职
责的强化与机制、行为的优
化。这其实不单是“洋机构”
加入国内打假战团才需如
此，而是构建诚信、健康、秩序
良好的市场秩序需要如此。

□傅子恒（学者）

意大利来华“打假”伤了谁的面子？
构建诚信、健康、秩序良好的市场秩序离不开政府职责的强化与机制、行为的

优化。并非“洋机构”加入国内打假战团才需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