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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宾”扎堆开微博
也是一种“工作需要”

■ 五洲茶座

保障房“遇冷”
是尴尬更是警示

■ 转载

■ 议事堂

“洋奶粉”在国内市场
高价销售，基本上与进口
税无关。

按照 2011 年版《海关
进出口税则》，供婴儿食用
的零售包装食品，不管是
奶粉还是麦乳精之类，其
进 口 最 惠 国 税 率 都 是
15.0% ，暂 定 税 率 更 只 有
5%，外加进口环节增值税
17%。相比之下，其他制成
品食品进口最惠国税率常
常在 20%以上，甚至是 30%
以上（如碾碎的干小麦）、
50%（如甘蔗糖）以上。

“洋奶粉”价高，首先
还 是 因 为 中 国 消 费 者 对
洋 奶 粉 的 过 度 追 捧 。 这
种 追 捧 源 于 后 发 国 家 和
地 区 追 捧 发 达 国 家 品 牌
的人之常情，又因独生子
女政策而强化。

其次，洋品牌销售商
会 充 分 利 用 这 种 盲 目 追
捧 ，索 取 尽 可 能 高 的 售
价 ，以 便 实 现 利 润 最 大
化；甚至会有意识地通过
各类广告营销方式，激发
这 种 盲 目 追 捧 。 为 了 营
造 自 己 的 所 谓“ 高 端 ”、

“贵族”形象，无论进口税
率如何下降，他们都会尽
量避免降价；相反，通过
定 期 涨 价 来 保 持 品 牌 高
端地位，是一些洋品牌的
常规保护策略。

今年中国实施了扩大
进口政策，而且人民币汇
率这几年已经对西方货币
显著升值，换言之，洋奶粉
的成本因汇率变动而下跌
许多，但我们看到，进口洋
奶粉还在纷纷涨价。
□梅新育（商务部研究员）

消费者的追捧被洋品牌利用

外国政要之所以跑到中文微博上又说又
听，因为微博上既有他们想听到的声音，也有
他们想交谈的对象。

《广州日报》记者日前发现，国内售卖的高端“洋奶粉”价格，竟达到国外
官网售价的4倍！媒体调查还发现，虽然进口奶粉有过关成本，但是远远没有
达到令价格连连翻番的地步。有业内人士表示，洋奶粉的高定价，或许可以
归因到内地消费者的消费心理，该说法引起了广泛争议。

中国人如今有钱了，只认贵的和洋
的，其实这种消费很不理性，消费水准有
问题。应该倡导：适合的才是最好的。
当年的完达山和母乳，照样让我的儿子
长得结结实实。虽然时下诸多往自己脸
上抹黑的民族企业让我们越来越不敢相
信国内的产品，但是就像人一样，不可能
所有的人都是坏人，好人和好品牌还是
有的。

——柳静伊（职员）

这个现象不只在奶粉市场有，比较
一下国内外很多商品的售价：衣服、汽
车、首饰等，很多品种的国内价格也高于
国际价格。除了怪罪中国人消费不理
性，还应从税费、物流、渠道等方面寻找
原因。

——李军（投资分析师）

价格由市场形成，定高价虽有滥用
市场地位之嫌，但也怨不得别人。商人
是逐利的，不是做慈善的。再说，洋奶粉
有现在地位，不是因为它有多好，而是因
为我们太差。国货当自强啊！

——吕元尹（职员）

处于食品安全恐慌中
的中国消费者们，正在为失
去的食品安全信用埋单。
面对洋奶粉以各种借口虚
涨价格，甚至售价卖到原产
地的 4 倍，达到全球最高，
家长们依然义无反顾。这
不是消费者“崇洋媚外”的
心理作怪，而是当产品安全
信用已经威胁到生命健康
时，消费者用脚投票，是必
然的选择。

三聚氰胺事件之后，国
产 奶 业 信 用 受 重 创 。 但
是，从这几年的表现看，一
些国产奶企不仅没用真诚
与信用，与消费者达成谅

解，反而不爱惜自己的羽
毛，一再冒出质量问题，甚
至出现拙劣的危机公关，让
信誉一降再降。可以说，洋
奶粉占领市场步步紧逼的
过程，正是国产奶业在信用
上节节败退的过程。

当信用成为稀缺品，必
然“物以稀为贵”。如果国
产奶业依然无法建立起值
得信赖的信用体系，继续在
无视安全信用这条路上“一
条道走到黑”，那么，国产
奶业的信用底线有多低，消
费者为“洋奶粉”付出的信
用溢价必然就会有多高。

□李妍（媒体人）

中国的母亲们与“洋
奶粉”的关系，现在是一
种典型的周瑜打黄盖——
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个中
原因显然不是“高价格意
味 着 高 质 量 ”的 消 费 心
理，而是一种“高价格意
味着高安全”的中国消费
者心理。

业内人士一再解释说
国产奶粉的质量，不会比洋
产品低。消费者也相信，如
果真的按国家标准，国产奶
粉的质量也许确实不低。
问题是，国家标准得到严格
执行了吗？

不难发现，很多消费者
在选择同一洋品牌的奶粉，
也是宁要进口版，而不要内
地版。按理说，同样品牌的

产品，在产品质量上一般不
会有太大区别。但为什么
是越“洋”越受欢迎？说穿
了，很多消费者不仅是在购
买“洋奶粉”，还是在选择

“洋监管”。
尽管“洋奶粉”这些年

来也被频频爆出质量问题，
但大多是某些品牌某些批
次的问题，而不是整个行业
的普遍问题，像三聚氰胺这
样的丑闻更是闻所未闻。
个别产品出现问题，可以归
咎于企业；一个行业出现问
题，监管或许难辞其咎。

“洋奶粉”的坐地起价，证
明了能保证行业恪守安全
底线的监管，其价值也是巨
大的。

□田勘（学者）

消费者为安全信用丧失埋单

贵的不仅是奶粉，还有“监管”

谁“造就”了
“全球最贵洋奶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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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边是广大中低收入
者迫切期待解决住房难问
题，一面却是政府提供的经
适房、公租房“没人买”“乏
人租”。近日，上海、郑州、
武汉、海口等多地保障性住
房分配相继“遇冷”，引发
了舆论的广泛关注。地方
政府花钱费力百姓却不买
账，不仅令人尴尬，更是对
如何真正办好民生工程的
警示。

相对于当前大量的社
会需求，保障房“遇冷”显
然不是建的多了，供过于
求，而是工程项目无法满足
百姓的实际需要。那些“遭
弃购”“被弃租”的保障房，
或是价格太高，或是地段太
偏，交通、购物等配套设施
不完善，老百姓最终买不起
也没法住。更有市民连续
三年遭遇这样的纠结，无奈
之下只能放弃认购资格。

频繁发生的保障房项
目遭遇冷落，根本上暴露的
是部分地方在这一重大民
生工程上思维的“跑偏”。
保障房不是高价房，更不是

城市建设的边缘项目，在这
样一项事关百姓利益的大
事上，如果缺乏充分的调查
研究和设身处地的关怀考
虑，在设计建设和相关政策
上必然脱离中低收入者的
实际情况。如果保障房被
闲置，不但令期盼已久的百
姓失望，同时也浪费了大量
宝贵资源，最终将影响政府
的公信力。

作为一项重要的民生工
程，保障房建设无疑是对地
方政府执政能力、为民意识
的一大考验。中央三令五申
保障性住房加强民生意识，
就是强调要问计于民、问需
于民。重要的是，不能把保
障房建设视为对市民的一种
恩赐，怎么省事怎么办；更不
能将它当作政绩工程，只在
乎建设数量的“完工”。

民生工程需要回归民
生本位，不被群众认可的保
障房等于不建。只有强化
民生意识，想群众所想，急
群众所急，才能真正办好民
生大事。

（据新华社）

据《法制晚报》报道，一
些国外政要纷纷在新浪微
博“安营扎寨”，如美国内
布拉斯加州州长海涅曼、奥
马哈市市长萨特尔，澳大利
亚前总理陆克文，欧盟轮值
主席范龙佩，IMF总裁拉加
德，英国伦敦市长鲍里斯·
约翰逊等，形成了颇有声色
的“外宾扎堆”景象。

微博是干什么用的？
是用来说和听的。扎堆来
中文微博安家落户的外国
政要中，固有陆克文、萨特
尔等精通中文的，但更多是
既不会说和看、也不会听和
写中文的“纯老外”，为何
选择来中文微博上“当外
宾”？多半并非个人习惯或
兴趣爱好使然，而只能是一
种“工作需要”——这些外
国政要，需要和看中文、写
中文的微博网友交流。

经 过 30 多 年 改 革 开
放，中国的政治、经济地位
提升，在国际上的重要性和

“角色感”大增，中国人、尤
其普通中国人想什么、需要
什么，有怎样的爱憎，对于

“外宾”们而言，变得不再
无足轻重，而直接关系到他
们的政纲、诉求，关系到他
们的切身利益。而要直观、
迅速、准确地把握这些，最

好、最便捷、最经济的方
法，莫过于用中国人的平
台、中国人的语言和交流习
惯，和中国人相互“听”和

“说”，中文微博显然就是
很理想的平台。

此外，随着开放的深
入，如今移居海外的中国侨
民、移民数量陡增，并一反
传统海外华人对政治漠不
关心的习惯，变得更敢于、
善于表达自己意见。和以
往不同，如今这些海外华
侨、华人既注重“融入主流
社会”，也更注重在多元文
化氛围里，保持本民族的特
色和传统，他们中很多人尽
管长期在海外居住，但仍然
习惯于使 用 中 文 网 络 平
台。一些精明的外国政要
正是看到这一点，才会跑
到中文微博上又说又听，
因为微博上既有他们想听
到的声音，也有他们想交
谈的对象。

既然人家是来说和听
的，而且还是“工作需要”，
那么大家就该对“外宾”扎
堆抱持一种平常心，要学
会多交谈，少围观，毕竟这
种沟通和互动，不仅仅对

“外宾”，对中国人也同样
重要。

□陈在田（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