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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评论员 崔滨

从1987年我国启动首个
“3·15”宣传以来，保护消费
者权益活动已经走过了25

个年头。但就像今年的主题
“消费与安全”所表明的，当
市场经济为我们提供了日
益丰裕的商品，却并没有给
我们创造一个安心消费的
商业环境。

而且随着“3·15”的到
来，从监管部门到媒体运动
式的消费维权宣传，更加剧
了民众心中的消费担忧。就
像本报连日来报道的，尽管
价格一再上涨，但济南市场

上由石化巨头出售的汽柴
油居然大半是不达标的劣
质产品；本该为我们节能环
保的节能灯，有超过半数是
不合格产品；更不用说那些
掺杂了鸭肉的假羊肉、修补
翻新一下就公然售卖的旧
轮胎，会对我们的健康和安
全带来多大的隐患。

但这些只在“3·15”期
间才得以被媒体曝光、被有
关部门查处的侵害消费者权
益的案例，除了让众多消费者
享受“仅此一天”的“顾客就是
上帝”的尊重，以及看到不良
商家得到公众谴责的心理快
感外，很少能在“3·15”之后

的其他日子里继续发挥着
唤醒消费者维权意识，改善
消费环境的作用。

比如今年中消协提出
的“3·15”消费安全主题，安
全权与知情权、选择权、索
赔权等一道是消费者应有
的九项基本权利之一，而且
是消费者最首要的、最基本
的权利，是消费者享有其他
一切权利的前提和基础。

尽管25年来，每年的“3·
15”都在反复宣传这些消费者
的基本权利、曝光损害这些权
益的不良商家，但近年来，地
沟油、染色馒头、三聚氰胺、致
命电梯、互联网信息泄露等侵

害消费者安全权的案例依然
层出不穷。

而且，正如中国消费者
协会副会长刘俊海所说的，
目前的消费维权，正呈现出
维权成本越来越高、调查取
证日益困难、投诉解决效率
下降的突出矛盾。像罗永浩
在西门子公司门前怒砸冰
箱这种行为艺术式的维权，
成为了去年维权无果后无
奈的缩影。

“3·15”毕竟只有一天，
一年中的其他时间，没有了

“运动式”、“晚会式”的维权
活动，我们又该如何维护自
己的权利？

要知道，我们并不是只
在“3·15”那天和商家打交
道，小到柴米油盐，大到婚
丧嫁娶，我们每天都在发生
着消费行为，维护我们的消
费权利，也应该像呼吸一
样，伴随着我们的消费。

眼下，希望有关部门能
够改变“运动式”维权的旧
有思路，把“3·15”变成生活中
的每一天，以坚持不懈的常态
化维权，推动企业社会责任和
监管法律法规的健全完善，从
每一个公民、每一个部门开
始，为和谐的消费环境而努
力，真正把“3·15”融入我们每
个人每天的生活里。

阅读和熟悉一些英文
作品能提高作为一个“世界
公民”的修养；增强语言交
流的能力，也能增强与不同
人打交道的能力。

——— 北京大学外国语
学院院长程朝翔说。

倘若那些损害女性土
地权益的乡规民约不能依
法得到及时纠正，未来20年
随着城市化的加速，会使原
先隐蔽的性别矛盾迅速走
向公开和冲突，对于社会长
治久安带来不容低估的负
面影响。

——— 中央党校社会学
教授李慧英说。

每年的作家富豪榜上，
收入百万的就能上榜，多么
可怜！现在什么都在涨，烧
饼的价格都翻了几番了，

“卖字的”价格怎么就不涨
呢？

——— 河南省文学院专
业作家冯杰说。

国有企业利润上交比
例应该提高，美国企业利润
分红比例是26%，法国、瑞典
等国家国有企业的分配比
例平均达到33%。我们2010

年分红上交还不到10%，这
个太低了。

——— 中国社科院经济
研究所研究员张卓元说。

“节日性突击”与我们
的“领导机制”也有关系，
执法人员不对法律负责，
而是对领导负责，领导让
干什么就干什么，说查超
市就查超市，说查企业就
查企业，如果领导不吱声，
就不管了。

——— 中国人民大学教
授毛寿龙说。

必须设法为民众提供
充足教育，包括经济和金融
知识扫盲。如果选民很无
知、容易轻信政客兜售的有
欠考虑的短视政策，那么匡
正资本主义经济进程的希
望就很渺茫。尽管改善教育
不会解决当代资本主义的
内在问题，却是朝着找到解
决方案迈出的重要一步。

——— 哈佛大学教授肯
尼斯·罗戈夫说。

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不
可避免要下滑，即使政府现
在推出扩展性的财政政策，
对实体经济也没有太大的
影响，因为制约实体经济发
展的不是资金，不是货币，
而是投资机会。

——— 经济学家许小年
说。

运动式“3·15”该歇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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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无选择的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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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鲁晚报》3月15日报

道，记者调查济南多座加油
站，显示一半汽柴油样本不
达标。我为问题油被曝光感
到高兴，但是作为一个普通
消费者恐怕很难发现其中的

“问题”。
虽说面对存疑的“问题

油”，我们不能先入为主地认
为一定有问题，更不能简单

地把颜色不同就等同于质量
不同，而且还有一些专家从
专业的角度解释为什么汽油
会出现颜色差异，甚至已经
有中石化的内部人士把这种
问题归咎于“外采油”，但这
些都不足以消除公众的疑
虑——— 我怎么知道对方没有
卖给我“问题油”？目前，成品
油市场缺乏竞争，两大石油
集团几乎占市场成品油批发
和销售80%以上的份额，高度
垄断。垄断体制下，店大欺客
会成为一种必然。而在垄断
经营条件下，不管经营者提

供的产品质量如何差劲，因
为没有“分店”，消费者都只
能选择消费其所提供的产
品。或许，所有“问题油”的根
源都在这里，正是消费者别
无选择，使得“问题油”汩汩
不绝。

读者：何明

被惯出来的毛病

编辑：
你好！
看了《齐鲁晚报》3月15

日的报道，泰安某超市因为

设立“二道门”向消费者道
歉，作为一个消费者觉得这
样的道歉来得太迟了，而且
还应该得到其他超市类似的
道歉。

“二道门”在很多超市都
是司空见惯的，虽然消费者
和超市之间的交易已经结
束，但是还必须接受一次额
外的检查。从法律和情理上
讲，这都是不能被接受的。超
市之所以这么做，出于“有罪
推定”，总是把消费者的道德
想象得很低下，而消费者愿
意接受，往往是觉得自己身

正不怕影子歪，这在事实上
又助长了超市的 胆 量 。所
以，我们也经常听到个别企
业非法扣留或者殴打消费
者。我希望所有消费者都自
觉地抵制有“二道门”的超
市，既然他们不把消费者当

“上帝”，消费者又何必要惯
着他们。有时消费者被欺负
得太狠，往往就是因为平时
太能忍了。

读者：王波

□本报评论员 沙元森

“3·15”是消费者的权
益日，也是让很多企业惴惴
不安的“审判日”。

每年的“3·15”前后，借
助媒体的监督力量，消费者
维权活动都会掀起一波高
潮。在这一天，很多假冒伪
劣现形，很多背信欺诈被曝
光，消费者扬眉吐气，不少
在产品和服务上存在缺陷
的企业从此一蹶不振，甚至
退出市场。

为公共利益进行舆论
监督，是媒体的职责所在，
也是彰显媒体力量的重要

方式。但是每个手握“尚方
宝剑”的媒体都应慎重地行
使这个权利。如果我们不能
确保监督的公正，那么高高
举起的“尚方宝剑”也将成
为一把“双刃剑”，在重创监
督对象的同时，也削弱我们
自己的公信力。

每年“3·15”到来之前，
很多媒体都会表现得异常
兴奋，有些是为抓到了为消
费者维权的线索而高兴，有
些则是为抓到了企业的“小
辫子”而激动，两者之间的
区别在屏幕或版面上通常
是看不出来的，但是背后有
着截然不同的动机和动作。

前者为消费者伸张权利，而
后者则“夹带私货”，以维护
公共利益为名，行“绑架”之
实。

媒体虽被称为“社会公
器”，但在市场化的大环境中
不能否认每个媒体都有自身
的利益，他们必须在竞争中开
拓市场，发展客户，壮大实力。
这个大环境决定了媒体与监
督对象的关系有时并不是那
么单纯，因为利益的勾连和博
弈，一些媒体会为了私利挥舞

“舆论监督”的大棒，胁迫对方
满足自己的要求。

信息传播的特点决定
了“坏消息”总是比“好消

息”跑得快。一个企业可以
在一夜之间被泼脏，但要想
彻底洗白则需要很长的时
间，甚至再也找不到这样的
机会。所以，很多企业即便
没有问题也会花钱买平安。
为一己私利进行的“监督”事
实上已经形成舆论暴力。舆论
暴力只求结果，而不问真相和
是非，要不要“监督”你，已经
不取决于你有没有损害消
费者权益，而完全取决于你
有没有满足他的要求。

事实上，没有哪个企业
敢说自己的产品会让所有
消费者百分之百满意，如果
媒体拿出鸡蛋里挑骨头的

劲儿，死缠滥打下去，企业
注定会很受伤。而媒体一旦
尝到了这种甜头，就可能为
制造噱头不择手段，比如交
钱删帖，而他们的公信力也
会随之一点点地丧失。这样
的“舆论监督”注定是饮鸩
止渴。

所以，在“ 3·1 5”这一
天，媒体也应自省自律。我
们的监督报道是不是出于
公心和善心，有没有拿着放
大镜去挑剔别人。在维护消
费者权益的同时，也要警惕
是否损害了企业的正当权
益，是否破坏了正常的市场
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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