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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视界

酒

县（市）、区经销商各一家另招：
市场经理5人招：

厂家:洛阳村沽酒业有限公司 汝阳杜康大酿坊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唐宫东路252号起重机厂东200米 酒营销中心

电话：62351805 18336767661

别人都说这酒好
免费喝一年

招聘专栏 广告热线：0379-65139977 65139988

□据 人民网

有业内人士透露，安装一
块金属板的费用不超过 100
元，而更换一套新的独立悬架
的成本在4000元左右，56万辆
车就需要大约22亿元。

清华大学汽车工程系教
授宋健表示：“从实际利益角
度考虑，一汽·大众肯定不愿
意更换新的悬架。”

然而，有网友指出，一
汽·大众的“小算盘”并不聪
明。这笔支出看似庞大，但是
和一汽·大众2013年在中国的
营业利润43亿欧元(约合333
亿元人民币)以及一汽·大众

2013年45.86亿元的广告投放
费用相比，并不算多。如果速
腾“断轴门”持续发酵，影响到
一汽·大众的品牌和销量，到
时候损失显然不止这些。

事实上，速腾“断轴门”爆
发以来，速腾的销量已经受到
影响。根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
公布的乘用车品牌销量排名，
速腾的销量排名今年以来一直
稳中有升，最高攀升至第二，仅
落后于长安福特的福克斯。

然而，随着后轴纵臂断
裂事件持续受到关注，在传
统销售旺季的 9 月，速腾销
量排名不升反降，已经下滑
至第四。

胡钢认为，与发达国家
相比，我国在依法保护消费
者权益和产品质量监管等方
面还有一些距离，“我们应该
适时地改变这种情况，让惩
处措施能够严厉到位”。

王海建议，除了加大行
政性处罚力度，也要推广“民
事处罚”制度，“不管有多少
消费者去起诉，只要是侵犯

了消费者的利益，就要向所
有购买产品的消费者进行赔
偿，这也是国外常见的惩罚
措施”。

黑龙江大学政府管理学
院教授曲文勇认为，要完善
相关法律法规体系，让行业
标准能够跟得上市场的需
求，避免让洋品牌因标准低
而放松自我监管的可能。

业内人士分析，洋品牌
之所以牛气冲天，大概有三
个方面的原因：首先，消费
者格外宠爱。

相对于国产品牌，许多
消费者对洋品牌通常会更
信任、更包容。中国消费者
协会律师团成员胡钢认为，
这一方面与洋品牌强大的
宣传攻势有关，另一方面也
与中国消费者对本国产品
的不自信有关。

其次，部分质量标准相
对较低，是洋品牌敢于对中
国市场执行低标准、能够区
别对待消费者的原因之一。

2011 年，锦湖轮胎因
执行两套生产标准而备受
质疑，事件曝光后锦湖声称
公司产品质量符合中国的
质量标准，而当时执行的标
准《子午线轮胎工艺技术若
干规定》是原化工部橡胶司
在1991年5月制定的。

直到2012年4月，中国
橡胶工业协会才推出了属
于自律标准性质的《子午线
轮胎工艺技术规范》。落后
的标准，让许多公司在有针
对性降低中国产品质量的
时候显得“底气十足”。

再次，维权人士王海认

为，对跨国公司的处罚力度
不够，也是洋品牌在中国

“不规矩”的原因之一。
据了解，2011 年联合

利华公司曾经因散布涨价
信息、扰乱市场秩序被我国
有关部门罚款200万元人
民币，可在被罚款后不久，
联合利华就顶风涨价。

当年，同样是因为价格
问题，联合利华和保洁公司
被欧盟反垄断机构处以的
罚款则高达3.2亿欧元。相
比之下，较轻的罚款根本不
会让这些“不规矩”的洋品
牌感到痛。

一汽·大众向国家质检
总局提交的召回方案让消
费者十分惊愕：在有问题的
后轴纵臂上安装金属板。

其实，中国车主的诉求
很简单，更换有问题的后轴
纵臂。此次打“补丁”的结
果，用一汽·大众的话说，
当后轴再出现问题时，“金
属板会发出持续的警示性
噪声”。

业内人士对一块金属
板能否解决安全问题表示
怀疑，在参与维权的车主看
来，他们希望国家质检总局
能公开速腾后轴纵臂断裂

缺陷的调查过程，说明此次
召回方案的依据从何而来
并公开现场勘查，并且公布
缺陷技术分析和专家评估
工作等与此相关的信息。

对一汽·大众给出的打
“补丁”式召回方案，东莞速
腾车车主并不买账：贴个

“创可贴”就能治“骨折”吗？
事实上，一汽·大众并不

认为车的质量有问题，而是
将问题归咎于“中国驾驶员
驾驶习惯的问题”。一汽·大
众这一姿态让消费者感到了
洋品牌的“店大欺客”。

汽车洋品牌在中国“店

大欺客”，一汽·大众并不是
第一家。2011年，由于部分
车型存在漏油风险，丰田汽
车在全球范围内召回100余
万辆汽车，主要涉及日本、美
国、英国、德国等市场，但唯
独不包括中国内地。

国际大牌给予中国市
场和消费者的“特殊待遇”，
并不仅限于汽车领域。

今年发生的福喜事件
就是洋品牌在中外执行两
种标准的典型：福喜食品将
过期鸡肉原料优先安排在
中国使用，而出口用的原料
和国产的竟完全不一样。

对于一汽·大众用打“补丁”的方式解决其“断轴”质量问题，一些速腾车车主并不买账：

爱车“骨折”大众递个大众递个“创可贴创可贴”
汽车召回引发的关注：聚焦洋品牌屡屡忽视中国消费者现象

在国外很规范，到了中国就走样？

哪些因素让洋品牌牛气冲天？

依法保护消费者，如何监管洋品牌？

不愿用约一半广告费更换悬架
大众速腾浇灭中国消费者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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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新华社

日前，一汽·大众表示将召回其56万辆速腾汽车，用打“补
丁”的方式消除消费者对其后轴纵臂质量问题的担忧……这让
人们联想起苹果曾针对中国用户实施双重标准，在海外“以换
代修”的服务到了中国就得加钱的事儿。

分析人士认为，中国消费者对洋品牌的
宠爱，反而让他们不把中国消费者当回事
儿。在国外精益求精、严格流程的好习
惯就容易被丢掉，反正靠着洋品牌，
总会有中国消费者。

绘制 雅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