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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储蓄率：爱银行还是爱自己转发是力量，也是责任
□本报特约评论员 邓海
建

【新闻背景】 日前，
有关“我国人民币存款突
破百万亿”“中国人均存
款77623元”的消息受到
广泛关注，不少市民惊呼
自己“拖了后腿”。事实
果真如此吗？专家指出，
人民币存款的统计口径
既包括个人存款，也包括
企事业单位存款和财政
性存款等。以全国人口
总数13.5亿计算，截至今
年5月底，中国人均存款
为 32719 元。（7月 14日
《北京青年报》）

不管是怎样的微观数
据之争，唯一的共识是：
中国当下储蓄率之高，起
码是“前无古人”的。

中国人爱把钱存进
银行，在道理上其实很难
令人想通。

一方面，国内银行业
“垄断”魅影时有闪现，各
种乱收费的骂声几乎伴
随着中国银行业的成长；
存款收益显然也不足以
拉近客户与银行之间的
关系。

另一方面，不少家庭

仍在为房子烦恼，房贷压
力之下，存款几无可能。

高储蓄率之所以值
得我们警惕，是因为钱不
花掉，不用于消费，再生
产难以为继；更可怕的
是，中国 人 存 钱 未 必 是
为了改善明天的生活，
而是攒购房首付款或备
以活命。

造成今天中国储蓄
率如此之高的原因，恐怕
有三：

一是在高储蓄率中，
富人与政府存款的份额，
可能占据了相当大比例。

二是投资渠道狭窄，
经商环境又得不到根本
性的改善，民间游资找不
到更稳妥的出口，只能堆
在储蓄的山头。

三是普惠型社保体
系尚未建立，加之在老龄
化压力之下，“延休”的呼
声越来越高，存钱养老也
是不得已的办法。

要解决高储蓄率的
问题，根本的办法还是推
进收入分配体制改革、规
范楼市、强化社保、创新
金融，这些配套工程都搞
好了，储蓄率自然不会如
此疯狂。

□本报新闻观察员 洛谭

【新闻背景】近日，“新
安县抚育保健站一名婴儿被
人抱走”“陕西老人来洛寻女
流浪街头”两条微博被网友
大量转发。洛阳晚报记者采
访证实，前一条为虚假信息，
后一条部分内容系杜撰。（见
本报13日A09版报道）

我们喜爱微博。它让信
息得以即时传播并高度共
享，它让人人都能发声并可
能得到关注——从某种意义
上说，它给了每一个普通人以
前所未有的力量。正因此，我
们不希望它有闪失，出现让那
些企图对其进行“污名化”的
人可以抓住的小辫子。

遗憾的是，虚假信息频
频出现在微博中。近日，由
社科院新闻所和社会科学文
献出版社联合发布的中国新
媒体发展报告显示：去年 1
月至今年 1 月的 100 个微博
热点舆情案例里，事件中出
现谣言的超过1/3。

有人说，“谣言倒逼真
相”，虚假信息并不可怕。这
话有问题。

第一，谣言和怀疑是不
同的：当事实不明时，当然可

以怀疑、追问，但这种怀疑应
当建立在对既有事实客观判
断的基础上。

第二，目的合理不是随
意发布虚假信息的借口——
试问谣言发布者，你是否愿
意成为被谣言击中的当事
人、当事单位，在经历各种莫
名其妙的伤害后，成为“倒逼
真相”的工具？

通过微博发布不实信息
的动机可能有两种：一种，为
追求个人利益而进行的“利
己性恶意传播”；另一种，为
求证事实或帮助他人而进行
的“利他性善意传播”。前者
在主观上故意作恶，当被严
惩；而后者，虽然其情可悯，
但危害也不小：混淆视听、浪
费公众的注意力，甚至带来
十分严重的社会后果。

公众的知情权我们要维
护，身旁人遇危难我们应该
帮助，但不能不讲方式。没
有真实信源和客观判断，没

有小心谨慎的态度，就手指
一点发了微博，太荒唐。

像“新生婴儿被抱走”
“老人因寻女流落街头”的微
博，用戏剧性的描述追求爆
炸性的效果——大家看得或
心惊或心疼，却不知这煽情
的内容只是“听朋友说的”和

“老人自己说的”。
使用微博，边界意识与

规则意识不可缺。面对碎片
化的信息，应多一些独立思考
和理性判断，少一些偏激冲动
和轻信盲从。要让常识和逻
辑发挥作用，万不可有预设立
场的极端思维或单纯凑热闹、

“求关注”的不良心态。
无疑，一个信息自由流

动的社会才能培养出充分的
理性和判断力。而微博，在
这个网络时代，是使信息通
畅的重要渠道。我们喜爱
它，珍视它带来的话语权，更
要对它多一些责任感，让它
更真、更美、更有力。

红罐凉茶包装装潢案尚无最新进
展，加多宝却抛出“撒手锏”《传人篇》15
秒广告。针对加多宝的凉茶配方“正
名”广告，广药集团于5月29日会同广
州市检察院、广州市国资委紧急召开新
闻发布会奋起反驳，公布大量不曾公开
的历史资料，澄清事实真相。

广州市国资委有关负责人在会上
表态，王老吉商标及其相关无形资产属
于国有资产，由广药集团拥有；广药集
团是王老吉在国内唯一的合法传承实
体，享有和王老吉相关的所有权益。广
州市公证处则作出10份公证材料，证
明广药集团王老吉185年来从秘方到
工艺一脉相传，广药集团拥有独家正宗
秘方。

0.03%的商标使用费——国
有资产严重流失

全程参与王老吉商标案的广药集
团副总经理倪依东算了一笔账，他说：

“按照鸿道集团董事长陈鸿道通过贿赂
手段与广药集团签订的协议，王老吉商
标使用费 2000 年为 400 余万元，到
2010年为491.4万元，即便到2020年
也只有500余万元，而王老吉经营收益
早在2010年就达160余亿元。按照国
际惯例，商标使用费按销售额的5%收
取，鸿道集团所付商标使用费仅占其销
售额的0.03%。这堪称史上最廉价商

标租赁，国有资产严重流失。”
据悉，王老吉创始于1828年，主要

有广州和香港两脉，其中香港支脉于
1890年前后单独发展，1913年正式与
广州王老吉分家，100多年来无任何经
营关系。广州王老吉继承了王老吉的
祖业和秘方，也就是今天广州王老吉药
业的前身。广州王老吉在民国时期，注
册了王老吉商号、王老吉商标、王老吉
公孙父子图商标等一系列无形资产。

1956年，按照公私合营政策，国家
以赎买方式从王老吉第四代传人手中
承接了广州王老吉商标、秘方、工艺、员
工等所有生产资料，广州王老吉成为国
有企业并发展至今。1996年，广药集
团成立，广州王老吉作为下属企业纳入
广药集团管理，王老吉商标等无形资产
归广药集团持有。至此，广药集团成为
王老吉在国内的唯一合法传承实体，拥
有和王老吉相关的所有权益。1995
年，羊城药业（王老吉药业的前身）与鸿
道集团（加多宝母公司）签订商标许可
合同，授权鸿道集团生产红罐和红瓶王
老吉凉茶。

2000年，鸿道集团与广药集团签
订商标许可主合同，将商标的使用期限
延长至2010年。为了更长时间使用王
老吉这个凉茶行业的百年老字号，获取
更多的商业利益，在合同还有8年到期
的情况下，鸿道集团有关人员向广药集

团当时的负责人行贿300万元港币，签
订了两份补充协议，将王老吉商标许可
期限延长至2020年。

2004年，行贿案东窗事发。2004
年 12 月，广州市检察院立案侦查。
2005年10月2日，广东省公安边防部
门将涉案嫌疑人抓捕归案，当月19日，
涉案嫌疑人取保候审，后弃保潜逃。
2008年，广州市检察院依法作出中止
侦查的决定，去年又依法恢复侦查。“陈
鸿道现在仍在追捕当中，一旦追捕到案
将继续刑事诉讼程序。”广州市检察院
相关负责人介绍。

找不到的加多宝董事长

“在和解之路上，我们进行了多次
努力，但都没成功。甚至在去年收回王
老吉商标授权之后，我们仍多次在公开
场合表达合作的意愿，但并没有得到对
方的响应。这与鸿道集团董事长的缺
位关系密切。”倪依东告诉记者。

2004年，广药集团新班子调整之
后，认识到严重偏低的王老吉商标使用
费将造成国有资产巨额流失，一直寻求
各种方式予以纠正。2010年5月，双方
所签的主合同到期，广药集团通过电
话、公函、律师函等方式多次与鸿道集
团联系，对方皆以“董事长不在”为由不
予理睬。为协商解决商标授权问题，广
药集团专门派出高管到其香港总部沟

通，对方仍说“董事长不在”将广药集团
代表拒之门外。“由于陈鸿道潜逃，王老
吉商标纠纷无法进行对话。与此同时，
加多宝不断加强侵权行动，通过篡改商
标字体等形式侵犯王老吉的权益。”倪
依东说。出于万般无奈，2011年 4月
26日，广药集团向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
裁委员会正式提出仲裁申请。

新闻炒作+舆论暴力引发恶
性竞争

在持续了两年之久的王老吉凉茶
口水战中，双方就商标、包装装潢、配
方、销量等问题针锋相对，线下线上多
次过招。其中，加多宝的民企身份说备
受关注，一度得到很多人的同情。对
此，王老吉同样予以驳斥。

广药集团法务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经查证，加多宝是在英属维京群岛注册
的外资企业，是香港鸿道集团全资子公
司，企业性质为外资。

“10多年来,加多宝利用外资身份
在国内获得了土地、税收等特殊优惠政
策，却处处以民企身份不断攻击广药集
团，博取民众同情，故意挑起不同经济
体制企业之间的矛盾。”广药集团工作
人员说。

对于身份的质疑，加多宝官方未作
出回应。

本文摘自2013年6月7日《中国工商报》4版

王老吉配方之争有官方新解
广州市国资委表示：广药集团是王老吉在国内的唯一合法传承实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