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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经漫谭 拿铁因子

企业靠“政策扶持”走不远

据媒体报道，我国光伏
业龙头之一的江西赛维已经
资不抵债，负债总额已高达
60.04亿美元，接近破产边缘。

应该说，江西赛维这家
号称全球最大的太阳能硅片
生产商，其当下如此凄凉的
景况，不仅令海外投资者大
跌眼镜，更出乎地方政府的
最初意料之外。回顾江西赛
维短短 7 年的历史，其从诞
生到海外上市、到疯狂扩张、
再到濒临倒闭，一路走来均
与政策（尤其是地方政府）的
大力扶持密不可分，亦因为
此，江西赛维曾被列为近年
来政企合作的样板之一。

实际上，不仅是江西赛
维，纵观我国整个光伏产业，
其之所以能够在10余年间，
实现从无到有、从弱到“强”
的巨大跨越，背后亦是因为
我国具体的产业政策，以及
地方政府的大力扶持所直接
推动——曾几何时，光伏企
业不仅在创办初期，享受到
立项、用地、水电等诸多优惠
政策，而且在运营过程中，亦
享受到其他行业所不具有的
产业补贴、税收优惠，以及信
贷支持等优势。

但是，成也萧何，败也萧
何。过于痴迷于政策扶持、
而忽视对全球光伏市场判

断，以及核心技术研发的我
国光伏业，在短期急速堆砌
起貌似华丽的产业大厦时，
又瞬间陷入整体垮塌之边
缘——据报道，我国当下仅
规模最大的10家光伏企业，
其债务总和即已高达逾千
亿元，而截至去年底，我国
光伏企业大幅减产已高达
30%，多家光伏企业已经停
产或破产。

事实上，光伏业仅是我
国对政策扶持依赖过强的产
业之一，除此之外，因政策“利
导”而短期规模做大、却质量
欠佳的产业还有很多。

比如，我国近年来大力

扶持的现代农业，自 2008 年
起，我国每年用于现代农业
的专项补贴即已高达千亿元
以上，但是，在我国大批量涌
现年产值逾百亿元的农业龙
头企业时，食品安全事故不
仅没有消减、反而大规模增
加，与此同时，我国农产品的
整体供给依然不稳定，农产
品价格大起大落更是依旧。

不可否认，对于作为新
兴经济体的我国而言，产业
政策扶持对于阶段性的产业
振兴以及宏观调控，有着不
可或缺的重要性。由此，可
以在短期内，通过行政权力
主导集中要素资源优势，做

大做强具体产业。但是，同
样不可否认，由此会造成市
场功能的缺失，并极有可能
让企业对产业政策形成依
赖，从而弱化其对未来整体
市场的判断，以及对自身竞
争力的追求。

基于此，我们有必要在
产业政策扶持投入逐年加
大、但真实效果不显著之当
下，对我国产业政策扶持思
维进行双向反思。

之于政府而言，亟须优
化产业政策扶持机制，在抑
制对相关产业拔苗助长的冲
动之下，需要形成具体产业
扶持的长效思维，与此同时，

更需强化政策扶持过程中具
体分配的合理性以及公平
性，坚决杜绝在产业政策扶
持资金分配过程中“利益输
送”等的违规不法行为。

之于企业来说，必须认
识到，政策扶持仅是企业加
快发展的必要条件，而非充
分条件。在借产业政策扶持
之东风加快发展之时，须去
除自身对产业政策的依赖
症，并切实洞察全球产业未
来发展的大趋势。与此同
时，更需加快企业自身对核
心技术的研发，以及对内控
管理能力的系统提高。

□杨国英（财经评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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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扶持仅是企业加快发展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在借产业政策扶持之东风加快发展之时，须去除
自身对产业政策的依赖症。

■ 产业观察

王老吉“加时赛”：
“夺地盘”最重要

原本硝烟散去的王老
吉商标仲裁案，看似已经
以广药胜出结束，却在上
周“意外”进入加时赛：加
多宝凭借一份 10 年前的

《商标许可协议》，申请商
标仲裁。

7 月 13 日，北京市第一
中级人民法院做出终审判
决，广药商标保卫战成功。
加多宝随即拿出一份自称

“从未公布过的《商标许可
协议》”，有关王老吉的加
时赛，由此开始。

这场已让公众审美疲
劳的商标争夺战，“加时
赛”阶段足以让人疲惫：投
资者、消费者，对这没完没
了的口水战，失去了耐心。

从消费者的角度来讲，
换什么样的包装，这个产品
都是“糖水”。从投资者的
角度来讲，商标固然重要，
但是更重要的是地盘：广
药夺回商标只是表面上的
重要，夺得地盘才是真正
的重点。

那么，广药能够尽快夺
得已经被加多宝掌控的凉
茶江山吗？

这要看怎么夺，目前
来看，主要还是口水战层
面 。 这 对 于 争 夺 市 场 来
讲，不仅作用不大，而且会
牵扯精力。因为市场不相
信说教。对于凉茶这样一
种快速消费品来讲，市场
相信的是产品、渠道、策
略。有好的产品、完善的
渠道、恰当的策略，再加上
广告推广，好产品不愁卖
不出去。

商标战爆发以来，广药
在努力保住商标的同时，似

乎更多强调自己的“正统
地位”，而对于占领市场，
却没有拿出有效的办法。
之所以没有拿出办法，要
么是没来得及重视市场，要
么是虽然重视了，但没有好
办法。

许多消费者在餐馆消
费的时候，明明要的是“王
老吉”，但喝到的却是“加
多宝”。王老吉固然“正
统”，消费者固然认可，但
是，奈何喝不到。

在这样的情况下，口水
战、商标战，甚至是法律诉
讼，对于加多宝来讲，即使
失败了，但这个过程却是

“成功”的。因为通过这样
漫长的过程，更多的人知道
了“加多宝”三个字。

如果每一团硝烟之上，
都写有加多宝字样，那么，
口水战的胜利，对于广药来
讲，可能只是浮云。

如今，本来已经结束的
商标战，似乎已经进入第
二轮，再次将广药置于这
样一个境地：在商标上是
占主动地位，在市场上占
被动地位。

广药的王老吉，为什么
不能很快而且大量地出现
在超市、小卖部、饭店、餐
馆？这才是致命的问题。

这个问题产生的原因，
就是广药缺乏王老吉的产
能和渠道。尽管广药签约
了一批厂商，但凉茶生产线
甚至包装生产线，都不是短
时间内能够解决的。在这
样的情况下，口水战，更多
地让加多宝钻了用时间换
取空间的空子。

□王一土（财经媒体人）

■ 公司观察

熙来攘往皆为利
上周各种涨跌对比、冷

热不一，油价涨了，财政收入
增速放缓了，个税收入降低
了，CPI跌入“1时代”，PPI继
续负增长，股市低迷股民纷
纷退场，国债发行排队一抢
而空。

种种情况放在一起看，
得出的结论就是宏观层面

“依然没有好消息”，当然，对
石化双雄来说除外。油价三
涨三跌，这一回好不容易涨
回来了，石化双雄也小松一
口气。

其实成品油调价窗口和
国际油价挂钩了，涨跌幅度计
算方法公开透明了，涨涨跌
跌消费者也能理解，只是有
一点让人不解，石化双雄一
直叫嚷其炼油板块年年亏损，
油价下跌就会影响生产热情
——就算此种情况属实，集

团层面以及其他业务板块却
一直赚得盆满钵满，一个企
业，为何总要求自己整个生
产链条的每一环都利润丰厚
呢？老百姓对央企没有这么
高的要求，相信上级部门对
其也没有这么严的盈利标
准，何苦自己为难自己呢？

最近茅台有点烦，申请
“国酒”商标，屡战屡败，好不
容易这一回初审通过了，又
有一堆白酒企业跳出来反
对，还要联名上书，连贵州省
副省长都被惊动了，说老少
边穷地区出一个民族品牌不
容易，大家要共同爱护它。

“国酒”称号到底该不该
颁发给茅台？从白酒行业地
位上来说，茅台是当之无愧
的老大；但一个带有“国”字
头的称号，不仅仅是行业地
位决定的，一家银行不能随

便号称国家银行，而某个烟
草企业也不能号称自己是

“国烟”，国酒给人的直接感
受，就是“代表中国的酒”，怪
不得别的白酒企业不乐意
了，尤其是与茅台恩怨纠缠
了近百年的山西汾酒。

国酒称号确实不能随便
颁给某一家酒企，但是说到
底，其余众酒企群起而攻之，
也无非是商业利益使然。茅
台不论叫不叫国酒，其品牌、
口感都已有口皆碑——连没
喝过茅台的老百姓也深信不
疑其必然是好酒。因此对于
茅台的竞争对手来说，更重
要的是让品质、营销再上一
层楼；而对于茅台来说，正经
事是如何打击假酒，整合渠
道，同时也让更多人能够喝
得起——“限酒令”后茅台价
格下跌已经表明，销售依赖

单一客户群风险较大。
另有一家企业也该烦

恼，那就是夺回了“王老吉”
品牌的广药集团。加多宝近
期广告攻势猛烈，一如既往
保持了高明的营销水准。相
比之下，广药集团则显得步
履迟缓：生产能力有待提高，
铺货速度不尽如人意，产品
仍是红绿包装各占江山，让
消费者愈发有点晕：这红王
老 吉 、绿 王 老 吉 、红 加 多
宝……到底是啥亲戚关系？

这也是最初广药与加多
宝争夺王老吉时，业界就表
达了担忧的情况——一个曾
经如日中天的品牌，如果缺
乏有效的营销手段和强大的
分销渠道来维护，最终只会
让这个品牌的含金量打折，
甚至逐渐沦为路人甲。
□抒睿（北京 财经评论人）

《长沙晚报》报道，近日，长沙某知名论坛里，一位年入 8
万元的职场新人晒出了自己的月花销，称钱不够花，“到了还
信用卡的时候就发愁”。理财界有个术语叫“拿铁因子”，说的
就是这种情况。不论是饮料开支，还是偶尔做一次的指甲，或

者为避免跑腿的几元钱跨行取款手续费，其实都有
个名字——“拿铁因子”。这类开支看似不起

眼，但经年累月下来，数目不可小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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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每一团硝烟之上，都写有加多宝字
样，那么，口水战的胜利，对于广药来讲，可
能只是浮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