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摔童案尚未平息，8月17日
河南林州又爆出了摔婴案。相比案
件本身的触目惊心，该事件得以揭
出的方式更值得人们关注：此案爆
出后拖了整整一个月，才由“当地
人大某位重要领导”以匿名的方式
透露给京媒，最终被远在千里外的
北京媒体捅了出来。

身为“当地人大重要领导”，不
可能不清楚其机构正有“监督政
府”的职能，手头上也应该有几个
当地媒体的联系方式。然而他却偏
要舍近求远给京媒爆料，还非要以
匿名的方式。“人大重要领导”监督
一个普通民警的犯罪竟如此大费

周章。林州的人大监督呢？舆论监
督呢？难道在当地都失灵了吗？

从目前能得到的一些信息看，
这位领导也有苦衷。林州发生的这
起摔婴案是当街行凶，就案件来讲
本身没有任何复杂之处。然而在过
去的一个月中，当下忙活着要“严
肃处理”的“纪检、政法、检察、公安
等部门”根本未见有行动，当地媒
体对此也保持缄默。就连身为当地
人大主任的翟建周，虽然对此事义
愤填膺，在会议上连称“太不像话”
了，却也只能说说而已。该案件最
终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曝光，已经证
明在此事件中来自权力内部的监
督是多么的微不足道。

实际上，“人大重要领导”监督
一个普通民警犯罪之所以如此大
费周章，多半正是因为当地政府
害怕这起恶性事件被闹得天下皆

知。《人民警察法》第48条第3款规
定，“对违规警察禁闭的期限为1日
以上7日以下”。肇事民警被判15日
禁闭，说明当地公安不是不明白
肇事民警的作为已远远超出了违
规的程度。为何要拉长禁闭的时
间，却不走正规的刑事司法途径？
除了庇护之外，恐怕就是怕案件
调查会将事情闹大，引来舆论的
关注。

的确，近一段时间来集中发生
了一些体现当下社会暴戾之气的
恶性案件，由此产生的“舆情”压力
是空前的，一些地方政府生怕其辖
区出现类似的事件为自己抹黑，这
种心态是一些地方政府出了事捂
盖子的根本动机。然而，相关部门
应当搞清楚的是，急需得到处理的
应该是恶性案件本身，而不是由恶
性案件引发的监督。出了事件不重

视，非得等到出了影响才重视，这
种思路本身就无助于防治恶性事
件。至于像林州这样，为不把事情
闹大而刻意“大事化小、小事化
了”，更是本末倒置。为了对付恶性
事件造成的“舆情”，不惜压制对案
件本身的监督，这显然是把心思用
错了地方。

林州摔婴案，由最初的“家丑
不可外扬”发展到今天掀起如此大
的风浪，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教训。
如果案发后当地政府不存“大事化
小”的心态，处置得当，事件不会拖
到今天。如果林州的各种监督渠道
畅通，身为人大领导的爆料人也无
需搞“曲线揭发”。面对林州这个迟
到了一个月的联合调查组，我们希
望更多地方政府能将枪口对准正
确的方向，从根源上解决问题，而
不是单纯地和舆情做周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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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车不同价”

需要彻查

赵丽：根据报道，进口豪车
引入国内存在价格翻倍现象，有
的车型国内价甚至是国外价的3

倍。为什么进口车进入国内市场
就身价暴涨呢？

刘帅：按照汽车流通协会相
关负责人的说法，中国车价堪称
全球最贵。这其中有关税的因
素，也有生产成本的差异和汽车
流通体系的原因。

许建立：根据报道，进口车
到岸后，有25%的关税、17%的增值
税以及依照排量征收的消费税，这
使得完税价格翻倍非常普遍。

娄士强：按照我国2005年开
始实行的《汽车品牌销售管理实
施办法》，进口汽车要想在中国
销售，首先得建立起规范化的销
售系统。谁有权在国内作为洋品
牌的代理商，很大程度上是由汽
车生产企业决定的。所以，进口
汽车生产企业在面对经销商的
时候，就处于绝对的优势，也就
有可能利用这种优势提高价格。

刘帅：总体来说，造成进口
车价格翻番的原因很多。比如，
汽车流通协会也一再强调，虽然
媒体对部分进口车到中国价格
翻倍、利润过高现象提出质疑，但
进口车定价高、利润高并不代表垄
断。有律师也表示，我国《反垄断
法》第17条第1款规定“禁止具有市
场支配地位的经营者以不公平的
高价销售商品或者以不公平的低
价购买商品”，看是否构成垄断，要
看汽车厂家有没有滥用自己的
支配地位；有没有借助垄断地
位，给消费者增加额外负担。

许建立：真相到底如何，需要发
改委等部门展开彻查，给公众一个
交代。毕竟，如果进口车企涉及垄
断，会影响消费者的利益，对汽车市
场秩序也是不可忽视的损害。

消费不理性

推波助澜

沙元森：国内价格如此之
高，仍然消解不了购买者的热
情，究竟是哪些人在买这些豪车
呢？经销商是不是觉得国内市场

“钱多人傻”，加价也无妨？
刘帅：我有个不成熟的看

法：如同奢侈品一样，高价进口
车也是一种身份的标识，有钱人
需要这种能体现自己身份的东
西来装点门面。这就给高价进口
车创造了市场。

许建立：也应该看到，一些进
口汽车品牌自身拥有强大的技术
和文化优势，在西方消费者中口碑
也非常好。它们在对中国消费者，
特别是一些有购买实力的消费者，
进行产品营销时，往往也是很具
有“诱惑性”的，给消费者一种印

象：“选择我的汽车，就是选择一
种与众不同的生活方式，一种高
端大气上档次的消费定位”。

娄士强：现在有些人有一种
畸形的消费观，好像不用奢侈品，
不开豪车，就显示不出来自己的身
份。像之前报道的，有些私企老板，
嫁个女儿就搞个豪车车队，这给进
口汽车提供了硬需求。另外，像不
少媒体爆料的，一些地方也存在超
标购买豪华公车的现象。

沙元森：其实，豪车的价格
未必都是经销商通过垄断地位
获得的，购买者盲目的追捧也给
这种畸形的价格火上浇油。在国
内豪车象征着身份。消费者不惜
巨资购买豪车，不都是“钱多人
傻”，而是豪车主人的身份往往
会带来很多意想不到的便利。花
钱有时买的是方便或者特权。

娄士强：我是觉得，随着社
会的进步，人们还是会逐渐回归
理性的消费观念的。毕竟多数人
还是要量力而为，选择质优价廉
的汽车。盲目攀比长久不了。

国产车应发力

抢占市场

赵丽：进口豪车牛气十足，
无形中也衬托出国产车的尴尬。

沙元森：其实，国内一些豪车
在国外也是寻常人家的家用车。到
了国内因为税率等问题导致身价
居高不下，就成了奢侈品。这和当
年富人穿皮尔·卡丹很像。

许建立：对，在中国社会中，
有种观念是“进口”的一般差不
了。不过说到国产车，像样的品
牌确实是少。

赵丽：进口车“物以稀为贵”的
形势要打破，国产车必须要有所行
动。当下，国产轿车在品牌营造、产
品质量、售后服务等方面确实还有
差距，但是也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沙元森：国货当自强，但是
也需要过程。二十年前，在农村
还有把自行车叫“洋车子”的习
惯，但今天汽车已经进入很多农
民家庭。我相信中国汽车制造业
应该会实现超越。

娄士强：中国汽车制造业确
实在不断地进步，前些年吉利收购
沃尔沃，就在业内引发轰动。一些
民族品牌确实在觉醒，政府也在做
一些引导，包括红旗轿车的推广。

沙元森：希望中国的汽车生
产商能从普通大众的市场做起，
逐步提高产品质量，造出适合中
国消费水平的汽车，不必把太多
的精力用在豪车的竞争上。

娄士强：尤其是现在，都强调
环保意识。相比进口豪车，小排量
的汽车更符合环保、节能发展趋
势。民族品牌可以抓住这个机遇，
也做一回消费市场的引领者。

中国进口车价格被指为全球最高，从而引发垄断质疑。
据报道，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受发改委委托，正在调查汽车产
业违反《反垄断法》的行为，调查范围既包括进口汽车，也包
括国产合资汽车，此外，除了车价，还包括4S店售后服务等。

进口汽车生产企业的行为如果涉嫌垄断，应该受到彻查
和处理。这一点是无可否定的。当然，在进口车的“牛气”面
前，我们不妨也多些思考，多做些自我改善和努力。

进口车的身价咋抬上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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摔婴案“曲线揭发”凸显监督困境
出了事件不重视，非得等到出了影响才重视，这种思路无助于防治恶性事件。为了对付恶性事

件造成的“舆情”，不惜压制对案件本身的监督，这显然是把心思用错了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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