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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

 热点微评

▲

□据 新华网

据德媒称，自从中国向不断升级的腐败
现象宣战后，给奢侈品行业带来影响。

据德国《时代》周报网站4月26日报道，瑞
士斯沃琪公司传出消息说，2013 年第一季度欧

米茄手表在中国的销售额同比下降了8％左右。
雷达表销量也在下降。该公司不愿公开证实相
关数字。

斯沃琪公司有19个手表品牌，其中包括高档
品牌宝玑、欧米茄和雷达，也包括中档的天梭和浪
琴。这家世界上最大的手表生产商去年盈利增
加了26%，达到创纪录的13亿欧元，其中近1/3的
销售额是在中国实现的。

但是现在，中国各地的销售商都报告说，贵
气、奢华和排场在中国已经不再受欢迎。

报道称，整个奢侈品行业都受到这项运动
影响。但几乎没有哪个行业受到的影响像手
表行业那样严重。过去几年里，手表在中国是
最受欢迎的行贿品。顾客在商店里往往不只
购买一块手表，而是一次购买多块手表。谁都
知道，官员靠平时工资根本买不起价值5万欧
元以及更贵的手表。尽管如此，仍有很多公
务人员戴着这样的高端手表四处招摇。

（www.xinhuanet.com）

□据《人民日报》2013年5月1日1版

节假日是转作风的试金石。近日有
媒体报道，有的地方公款吃喝,不再青睐扎
眼的高档酒店，而是转移到私人会所、商
务会馆，甚至是机关食堂,被群众称为“低
调的奢华”。

用“低调的奢华”形容公款吃喝由“地
上”转向“地下”，实际上是在贬斥上有政
策、下有对策的老油条作风。“八项规定”
实施以来，浮华奢侈之风虽被狠刹，但也
不断曝出“农家乐里洗桑拿”“矿泉水瓶
装茅台”“红塔山盒里藏熊猫”之类的新
闻，这种遮人耳目的做法，是典型的有令
不行、有禁不止。

公款吃喝的积习为何难改？顶风作
案背后，其实是职务腐败、权力渎职在作
祟。不正当的官商勾肩搭背、不正派的

官场人脉交际、不正常的人情买卖
求人之风，往往就暗藏在见不得光
的觥筹交错中。不把权力关牢关
紧，就无法斩断公款吃喝暗流。

中央“八项规定”“六项禁
令”出台已近五个月，禁令高悬，
挥霍浪费之风正在扭转。“低调
的奢华”新问题也说明，反浪费、
行节约必须扎牢监督篱笆，锻造
制度铁笼，用长效机制久久为
功，才能将短期“不敢”变为根本

“不能”。

公款消费收紧
奢侈品“遇冷”

奢侈品品牌的服装皮具、生
活用品、钟表首饰，总给人一种
优雅、时尚的感觉，其“卖点”也
正在于此。然而，如果牵涉了权
钱交易、公款浪费、变相行贿受
贿，就成为一种披着“优雅”外衣
的腐败，不仅败坏社会风气，也
让奢侈品的美好形象彻底变味。

温州商人朱先生告诉记者，
他一年买的奢侈品皮包可能有
几十个，根本不是自用，几乎都
是送礼，大多送官员。

同济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刘
春彦说，报销发票不允许开“礼
品”等项目，必须标注具体的商
品信息，便于对商品去向进行监
督，严查企业业主向公务人员送
礼行为。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
研究院研究员申恩威建议，可
以借鉴发达国家以及香港地
区的做法，将礼品金额限定在
一定数目之内，超过这一额
度，不论出于何种动机，都以公

款行贿罪论处，对公款
送礼方和接收方，均以
涉案次数反映的实际金
额累计量刑。

“不能只公开项目资
金。”上海财经大学公共政
策研究中心主任蒋洪认为，
必须公布更细致的条目，方
能让政府花钱更明白。与此
同时，还要通过媒体尤其是网
络，完整详细地披露政府财政
信息。

记者调查发现，在奢侈品
消费巨额数据的背后，仍然暗
藏着公务浪费、权钱交易的需
求。为了适应中国消费市场的
特点，不少奢侈品牌都“入乡随
俗”，给予购物者最大限度的

“方便”。
在 上 海 一 家 普 拉 达

（PRADA）专卖店，销售人员
介绍，动辄上万元的奢侈皮
具，开发票可以是“礼品”，也
可以是“工作服”，显然为了报

销方便。
一位奢侈品品牌销售顾问

甚至表示，不管购买的是什么
商品，都可以开具“办公用品”
发票，且不会出现商品明细，方
便入账。

这位销售顾问说，不少客
户购买奢侈品“不问价格”，

“因为付钱的都不是他们自
己”。一些不带钻石、不镶金
的手表比较适合送给政府官
员，“这样比较低调，看不出来

价格，现在风声紧，买爱马仕
太高调了”。

“发票擦边球”是不是违
规，其实奢侈品公司非常清楚。

据透露，不少国际奢侈品
品牌从去年开始陆续内部发
通知，要求不准乱开发票，而
今年具体规定更加详细。“实
际上卖什么产品开什么发票
是国际惯例，只不过中国客户
有特殊要求，一些大牌也就

‘暗度陈仓’。”

2012年年底，改进工作
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
规定”出台，举国上下积极行
动，大力弘扬中华民族勤俭节
约的优秀传统，社会舆论对公
务人员的监督逐渐加强。

公款消费收紧，奢侈品销
量应声“下落”，一些奢侈品品
牌高增长随即遇到“瓶颈”。
贝恩公司数据表明，2012年
中国奢侈品消费增速为7%，
与前两年30%以上的增速有
一定落差。

记者走访上海一些奢侈
品专卖店也发现，购买人数明
显减少。位于上海南京路上
的一家纪梵希专卖店前段时

间开始打折，近日已关门。
“奢侈品牌在中国抢地盘

式的扩张已经无法延续。去
年绝大多数品牌销售业绩没
有达到年初目标，最多的少
了 30%以上，近年罕见。”一
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全球知名
奢侈品集团在华负责人表
示，这与奢侈品海内外价差
大、经济整体环境遇冷等有
关，也与公款消费收紧有一
定关系。

另一家奢侈品店员表示，
由于税务局查得严，以办公用
品为名目的发票暂时开不出
来，顶多只能将珠宝、手表以

“皮具”名义出售，销量下滑两

成左右。
世界奢侈品协会最

新报告显示，2013年1月
20日至2 月 20 日，中国
内 地 奢 侈 品 消 费 总 额
为 8.3 亿 美 元 ，比 2012
年春节期间销售额下跌
近53%。

2013年，包括古驰、路
易·威登等奢侈品牌在华放
缓扩张的消息陆续传来。
路易·威登高层此前表示，将
全面抑制扩张，不会在中国
二、三线城市继续开店。古
驰负责人也称，2013年将维
持在中国门店数量，不再前往
新的城市开店。

公款消费收紧，奢侈品销量应声“下落”

奢侈品消费隐藏幕后交易？

赠送奢侈品，涉嫌变相行贿

外媒：中国反腐使奢侈品
行业日子不好过

刹住“低调的奢华”

□据 新华社

随着中央“八项规定”、反

对铺张浪费等措施的贯彻落

实，一直“牛气冲天”的奢侈品

行情明显下挫，一些品牌暂时

放缓在中国的拓展计划。
公务人员奢侈品消费饱

受诟病，“成由勤俭败由奢”的

呼声不绝于耳。社会舆论认

为，在刚刚解决温饱、尚未实现

全面小康的中国社会宣扬奢侈

消费，显然不符合中国国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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