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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单纯纯靠靠感感情情是是打打不不败败洋洋货货的的””
国货复兴要经得起市场检验

山东省质量技术监督局相关负责人王
光辉告诉记者，百年品牌必须是百年精品，
包括核心技术、质量、工艺，以及员工素质、
敬业精神，包括形象、举止、营销的文明程
度都是考量的因素。早在上世纪60年代末
期，中国的柴油机市场引进奥地利斯太尔
技术，当时国外员工到中国的工厂做技术
支持的时候，上厕所都是一路小跑去小跑
回，而且是在没有领导监督的情况下。

“我们的舆论也曾高度关注过苹果手
机的‘三包’服务、丰田汽车召回问题，但
市场给予苹果和丰田的认可还是没有太
大的变化。有些人甚至一边投诉苹果手机
不平等服务一边再选择苹果。我们能说选
择开丰田汽车的人都不爱国吗？他们产品
热销靠的是其几十年积累下的质量技术
信誉。”王光辉说，尤其在和平时期，消费
者不会因为爱国而去买国产品牌，技术和
性价比的诱惑也十分重要。即使在发达国
家，同样也存在类似问题。不然，美国就不
会为了保护本土品牌对内制定《购买美国
产品法》，对外使用著名的“301 条款”了。

说这段话时，王光辉是在山东省十大
白酒品牌发布暨白酒品牌建设论坛上。他
说，“同样的，白酒好不好是消费者喝出来
的，苹果、丰田好不好是消费者用出来的。
消费者认可是第一位。正所谓金杯银杯不
如消费者的口碑。”

在王光辉看来，市场是检验品牌的唯
一标准，单独靠感情是打不过洋货的，国
产产品本身的强大才是真的强大。

爱国者董事长冯军在接受采访时也
曾提到，好东西是不需要刻意支持的，比
如我们的空调可能比日本的空调好，那我
作为理性消费者，从我个人的利益出发，
我就直接买国货，我根本不需要说我支持
国货。真正有自信的企业家，真正对自己
的产品、对自己的品牌有信心的企业家，
其实是会很欢迎竞争的。

本报记者 王赟

本报记者 马绍栋

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
时代。

对饱含公众期待并曾经带来
伤害的国货而言，狄更斯《双城记》
的这段描述正日益变得真实而贴
切。

近期国家发改委对进口车暴
利的反垄断调查再次戳痛公众的
消费神经，惊讶、感叹背后，对中国
自主品牌汽车何时能崛起的反思
和呼声再度升起，这是一个曾经让
消费者无比抱怨和无奈的话题，但
随着时代的发展却越来越不容回
避，越来越凸显变革的紧迫。

其实无论从第一夫人出访时
满身国货引发的热议，还是国家大
力倡导政府优先采购自主品牌汽
车的表态，国人内心始终保持着对
国货的一种关注和情结。一条 30
年前最常见的牡丹图案的老式床
单，因为一次无意的微博曝光，一
夜之间走红网络，被网友称为“国
民床单”。网友为此还总结出了“国
民家具”、“国民毛毯”、“国民枕
巾”、“国民搪瓷盆”、“国民自行
车”、“国民收音机”、“国民缝纫机”
等经久耐用的国民系列产品。

虽然款式陈旧的老床单、老家
具不再是现代消费者的必需品，但
折射出的信赖情结却让人怎么也
无法释怀。这背后是那个年代国货
经久耐用的过硬质量。反观现代国
人做的产品，假货、水货、山寨货层
出不穷，大张旗鼓、看似负责的宣

传也只是营销高手炮制的请君入
瓮的噱头。而在食品领域，毒奶粉、
地沟油、致癌可乐……这些直接与
生命健康息息相关的产品也沦为
无良商家牟利的工具，国货形象一
度崩塌沉沦。

其实，仔细审视中国制造走过
的艰难历程我们发现，中国制造业
的发展已经完全和世界接轨，一些
国产品牌无论是工艺、技术还是装
备水平已达到甚至超越了国际水
平，部分行业的国货不但顶住了外
资的冲击，而且逐渐成长壮大并成
为引领行业变革和消费方向的主
流力量。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骨骼
和肌肉，是国家富强的基本物质前
提，也是支撑民族复兴和大国崛起
的脊梁，没有强大的制造业，所谓
中国崛起和中华复兴，只能是一句
空话。

从未有一个时代对国货产生
如此之高的关注，改革开放三十多
年，国人靠辛勤和汗水缔造了“世
界工厂”和“中国制造”的神话，但
神话背后的问题和争议却从未间
断，伴随着廉价货、资源消耗大、环
境污染、质量问题频发等一系列负
面消息的指责，曾经横扫欧美市
场、摆满国外消费者家庭的中国制
造也陷入信任危机。如何提振对中
国制造、对国货的消费信心？国货
自强的出路和关键着力点何在？哪
些国货已经悄然发力、弘扬出中国
制造的正能量？这些关注和反思正
在将国货的发展推向一个新的历
史节点。

给“中国造”更多好声音

财经追评

美国：立法保护本土品牌

美国企业和品牌的成功离不开相关法
律和政策的支持。在保护本土品牌方面，对
内有《购买美国产品法》，规定美国联邦政府
机构除特殊情况外，必须购买本国产品，工
程和相关服务也必须由国内供应商提供。对
外则有“301条款”，规定美国可以对任何“损
害了美国商业利益”的国家进行贸易制裁，
从而为美国本土品牌提供最优厚的庇护。

韩国：政府培养企业成长

在三星等韩资品牌成长的初期，政府的
呵护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当年韩国政府
采取了“舰队式”发展战略，从税收到银行贷
款，到市场准入，为企业大开绿灯，使之由小
到大，由弱变强。可以说，如果没有这些政
策，弱小的韩国企业或许根本无法抵御跨国
企业的冲击。

法国：对外资并购设置障碍

法国的公司法和民法有条文规
定，公司在进行并购时，被收购
公司所拥有的资产、负债以
及向员工提供的各种福利待
遇都随之转移到新合并公
司。想收购法国企业，就得背
负高福利的重压，外国企业也
不得不三思而后行。

支持国货，这些国家各尽其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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