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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观察经济观察

最近有报道称，内地移动通信业存在

明显高价低质现象，引发消费者对通信业

的强烈不满。据悉，某移动运营商近乎同

价通信套餐在香港和内地提供的服务有着

天壤之别。香港地区用户每个月大约需人

民币 55 元，就能享受到 1600 分钟通话、

10000 条短信以及无限上网流量等服务，

且本地 Wi-Fi 免费。而该运营商在内地推

出的 58 元 3G 套餐，则仅内含每月本地通

话 350 分钟，数据流量 10MB 左右，短信

单独收费。令人尴尬的是，即使这样，该

运营商在香港的市场接受程度还是不高。

高价低质，根源在于缺乏有效竞争。

在内地，3 大通信运营商处于垄断地位，用

户选择范围有限，运营商相对用户在定价

权上更强势，甚至无须竞争就能获得巨大

收益。而香港地区市场竞争相对充分很

多，据公开数据显示，香港市场上主要的移

动运营商有 6 家，其中有 4 家提供 3G 套餐

的服务，分别是香港流动通讯、数码通、和

记电信和中国移动香港。运营商想在香港

通信领域分一杯羹，就要不断地了解客户

需求情况，并作出资费服务的调整来适应

市场。也就是说，高价低质往往是垄断惹

的祸。内地要想资费下调、获得更好服务，

除了引入市场竞争，别无他路。

垄断破坏竞争力。市场天然的基因就

是竞争，而非垄断。从长远看，垄断没有

好与坏，只有坏与更坏。现在一些企业被

过度保护，导致竞争力退化，以至于不善

于创新，不乐于提高服务质量，甚至无视

客户的需求。不可否认，面对 13 亿客户群

和国家庞大的前期投入，包括通信企业在

内的不少大企业规模已很大。但必须认识

到，规模只反映了企业的大与小，并不能

全面反映企业的强与弱。企业竞争力是包

括规模效率、资源配置能力、服务水平等

在内的综合体。就企业应对国际竞争的综

合能力而言，我国很多大企业的竞争力还

比较弱。据中国企业联合会测算，2011 年

该组织推出的中国 100 家大跨国公司的跨

国指数仅为 12.93%，远低于发展中国家

50.9%的水平，距离资源配置能力更强的

真正跨国公司仍有相当距离。我们很难想

象，如果通信等市场真正放开，我国这些

失去垄断保护的公司，还能守住多少市场

份额。

只有竞争才能锻造出真正的市场竞争

力。中国彩电业的例子非常典型。经过多

年的市场竞争，中国彩电业已经迈着扩

张、兼并、重组的步伐走上了新台阶。研

究表明，如今大浪淘沙后中国彩电企业群

体，无论是国际市场占有率，还是贸易竞

争力指数和比较优势指数，均处于世界领

先水平，消费者也从中大大受益。尊重规

律，敬畏规律，把握规律，才能真正把企

业做大做强做好，也才能真正培育出良性

循环的健康市场，我们应从彩电业成长中

汲取经验。

充分搞活竞争，从当下看，要下决心

打破垄断，让各类企业真正融入市场经济

之中，成为名副其实的主体。在后国际金

融危机时期，市场需求属于最稀缺的经济

资源之一，更需要形成公平参与市场竞争

环境，用竞争锻造竞争力。

（本文执笔：马志刚）

用 竞 争 锻 造 竞 争 力用 竞 争 锻 造 竞 争 力

叫 停 公 款 送 礼 需 制 度 跟 进
夏慧萍

叫 停 公 款 送 礼 需 制 度 跟 进
夏慧萍

市场天然的基因就是竞争，现在一些企业被过度保护，竞争力退化，以至于不善于创新，不乐于提高服务质量，甚至

无视客户的需求。只有竞争才能锻造出真正的市场竞争力，才能真正把企业做大做强做好，也才能真正培育出良性循环

的健康市场。要下决心打破垄断，让各类企业真正融入市场经济之中，成为名副其实的主体。

本期“经济日报 中央电视台联席评论”关注话题——用竞争锻造竞争力。

罗罗 琪琪作作

“电子书包”

该不该入课堂

“电子书包”

该不该入课堂
编者 日前有媒体报道，上海不少中小学正在推

行“电子书包”项目，将iPad等平板电脑引入课堂和
教学。“电子课堂”添加了视频、动画，展示更加方
便形象，能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但也有老师认
为，通过“电子书包”吸收到的知识未必能胜过传统
课堂，很多家长也更信赖传统课堂。

顺应时代变化
课堂是学生学习的主要场所，学生喜欢玩“图文

并茂”的电子产品。这是因为“电子书包”具有展示

方便、形象等特点，可以充分调动学生积极性，快速

地 促 进 师 生 间 的 沟 通 ，也 更 能 增 强 学 生 的 学 习 效

果。如果课堂上一味拒绝“电子书包”，反而摒弃了

一种提高学生学习兴趣的路径，更重要的是，教学工

具是服务教学的，“电子书包”显然有着独特的优势，

这是传统课堂难以比拟的。

笔者认为，课堂教学会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

它的容纳性也决定着课堂变革的进程。教育应有宽

广的胸怀，要顺应时代变化，容“电子书包”有一立足

之地。

（郭文斌 浙江温岭 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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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费半厘不许 该花不少一分
孙 勇

从政策的提出来看，“过紧日子”绝

不是一时性的。即使我国经济形势一天

比一天好，“过紧日子”的思想也不应改

变，“过紧日子”的行动也不应停止。从

现实来看，我国将逐渐告别财政收入高

速增长的时代，首先需要进一步削减政

府开支项目。

政府学会“过紧日子”，有利于将有

限的资金用于调结构、保重点项目、加

大对基层的支持，体现政府的责任和担

当。政府部门切实把有限的资金用在刀

刃上，对老百姓的钱“一分一厘，当思

来之不易”。只有这样，才能做到不该花

的钱一分不乱花，不该办的事坚决不去

办。让“过紧日子”成为一种常态，坚

持和发扬下去。

“ 历 览 前 贤 国 与 家 ， 成 由 勤 俭 败 由

奢”。事实证明，大到一个国家，小到一

个家庭，“过紧日子”的思想不可或缺。

树立“过紧日子”的思想，就要反对任何

形式的铺张浪费。

比如，严格控制公务接待标准，落实

定点接待等制度；各级领导干部下基层要

轻车简从，简化迎来送往；压缩公用行政

经费开支，减少非经营性支出；严格控制

楼堂馆所建设，严禁豪华装修办公室，等

等。这些都是我们在今后工作中必须坚持

和把握的。只有心里装着人民，把百姓当

做自己的主人，全心全意做好工作，才能

真正做到“过紧日子”。

应当看到，政府“过紧日子”并不一定等

于过苦日子。我们讲的“过紧日子”，并非仅

仅是勒紧腰带，也不是指要将政府合理开支

硬性地卡住，而是要按照实际情况，科学规

划安排，集中财力办大事，为老百姓带来看

得见摸得着的实惠。“过紧日子”，不仅是一

种态度，更是一份责任。该花的钱一分也

不吝啬，不该花的钱一分也不浪费，这应该

是我们“过紧日子”的基本标准。

还应进一步看到，“政府过紧日子”

与“人民过好日子”并不矛盾。政府过

紧日子，是为了百姓过上好日子。实现

这个目标，需要实实在在的财政投入，

解 决 好 与 民 众 生 活 息 息 相 关 的 民 生 问

题，使人民在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

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上取得新

进展，让经济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

及全体人民。因此，“政府过紧日子”，

其实正是“人民过好日子”的前提。

树立“过紧日子”的思想，要从细

微处入手，把“过紧日子”落实在行动

中，并贯穿于政府工作始终。

“政府要过紧日子，让人民过上好日子”述评之三

“过紧日子”并非仅仅是勒紧腰带，也不是要将政府合理开

支硬性卡住，而是要按照实际情况，科学规划安排，集中财力办

大事，为老百姓带来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

利用而非依赖
“电子书包”并不是单纯的电子产品，核心是运用

现代信息技术丰富教育形式。不过，“电子书包”终

究只是教育和孩子学习的工具。作为技术手段的引

入，不仅带来了现代与传统过渡的不适应，也会导致

影响孩子视力、削弱传统文化影响力等副作用，还不

可避免地会加重一些贫困家庭经济负担。

对 于“ 电 子 书 包 ”，需 要 抓 好 管 理 、趋 利 避 害 ，应

该 善 于 利 用 而 不 是 依 赖 ，使 之 不 至 于 成 为 孩 子 的 玩

具。一方面，“电子书包”在教学中要处于辅助地位；

另一方面，课堂中有益的传统要保持，并对孩子的阅

读、书写、运动及实践等环节加强引导。

（房清江 湖北嘉鱼 市民）

作用没那么大
在迅猛发展的科技社会，孩子早些接触高科技产

品 ，熟 悉 相 关 知 识 ，会 增 强 协 调 性 和 反 应 能 力 。 然

而，倘若就此认为“电子书包”必然会提高教学质量，

并承载起优良教育的重担，便未免太过简单了。

笔者认为，过早接触电子产品对儿童身心发展不

利 。 将 iPad 等 平 板 电 脑 引 入 课 堂 和 教 学 ，使 好 奇 心

强 、缺 乏 自 控 的 学 生 有 了 迷 恋 电 子 游 戏 的 正 当 理

由 。 更 为 重 要 的 是 ，当 整 个 系 统 终 端 教 育 软 件 开 发

并不能同步跟进时，“电子书包”不过是一件新鲜玩

具 而 已 。 因 此 ，可 以 引 导 中 小 学 生 适 度 接 触 电 子 产

品，但大范围推行“电子书包”应该谨慎。

（王丽美 湖北武汉 职员）

事件回放

日前，山东济南相关部门将趵突泉、大明湖等“三
泉一河一湖四园区”整合为“天下第一泉风景区”，新成
立的景区票价77元，比整合前各景区票价总和还高。

三言两语——

伴随着全国春季旅游旺季的临近，各大景区门票价格

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焦点。个人的旅游计划千差万别，有的

景点看不看，是买通票还是买联票，选择权自然归游客。

有评论说，这些地方之所以热衷于推广联票制度，是为了

把参差不齐的旅游资源强行打包，获得更多门票收入。

目前，有个别地方不注重内涵式发展，将相对冷

僻 的 景 区 和 主 要 景 区 资 源 合 并 收 费 ，“ 一刀切”的打

包卖票已 涉 嫌 强 买 强 卖 行 为 。 这 种 非 要 在 门 票 上

“ 痛 宰 一 刀 ”的 做 法 ，无 异 于 杀 鸡 取 卵 ，到 头 来 很 可

能会招来游客“用脚投票”的冷落。 （宗 文）

“ 一 票 制 ”莫 成 变 相 涨 价

赵乃育作 （新华社发）赵乃育赵乃育作作 （（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3 月 28 日发布的 《国务院工作规则》 规

定，国务院及各部门要坚决制止奢侈浪费，

要改革和规范公务接待工作，不得违反规定

用公款送礼和宴请，不得接受地方的送礼和

宴请。

这些规定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现实性，受

到了广泛称赞。笔者认为，叫停公款送礼和宴

请，还需要配套制度跟进。

其一，应建立有奖举报制度。目前，公款

宴请出现了躲到机关食堂、高档会所的新动

向，有的甚至将桑拿浴开到了农家院。公款宴

请、娱乐、休闲越来越具有私密性。要想人不

知，除非己莫为。公款送礼和宴请无论怎样隐

藏，都难以躲过群众的眼睛。因此，纪检、监

察等部门有必要设立有奖举报电话，只要举报

属实，就坚决查处，并奖励举报者。

其二，应建立具有可操作性的惩处制度。

要根据公款送礼和宴请的费用支出额度，给予

相应的党纪政纪处分。对于挥霍公款，给国家

造成严重损失的，应追究法律责任。不能批评

了之，退赔了之。只有高悬党纪、政纪和法律

之剑，让踩了“红线”受到应有的惩处，才能

以儆效尤。

其三，应积极推进公务接待费用公开制

度。公务接待费用公开要有时间表，公务接待

的每一笔费用要做到见人、见事、见物，是否

违规，公众一目了然。公务接待费用只要阳

光，公款送礼和宴请就难以隐身。

秋天收获又储存到春天出售的

苹果，滋味肯定比不上刚上市的，

消费者提一点意见应在情理之中。

不过，这浅显的日常生活道理对现

今占据全球智能手机霸主地位的苹

果公司却不管用了——一点意见都

提不得。因为“苹果”的屁股比

“老虎屁股摸不得”还可怕，批了

“苹果”，不仅苹果公司会发表一篇

“苹果式表扬”的致歉声明，连美

国媒体也感同身受般地集体喧嚣起

来，让国人不禁感叹，“美媒何以

如此狂躁”？

苹果作为全球卓越的科技开发

企业，研发的一系列电脑、智能手

机等产品受到全球时尚潮人的喜

爱。但这似乎也助长了苹果公司的

娇骄二气，不觉间把屁股坐在了凌

驾于消费者之上的“老爷”位置，

对消费者投诉抱着“爷就是老大，

你爱买不买”的态度，让喜欢苹果

产品的国人不由得倒抽一口凉气。

今年的央视“3·15”晚会上，

苹果售后服务被质疑存在“中外双

重标准”，遭央视点名批评。随后，

《人民日报》连续3天刊文批评苹果

售后服务“中外有别”，损害了中国

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国内数以百计

的主流媒体也转载和报道了“苹果

门”事件，在网络上得到网民的积

极回应和热烈评论，苹果公司顿时

陷入舆论漩涡。为此，向来对国内

媒体不屑一顾的苹果中国公司公关

部门发表了一篇貌似“自我批评”

实则为“自我表扬”的声明，使得

国人更深刻地领会到了“洋老爷”

的傲慢。

在苹果中国公司公关部门面对

中国媒体质疑大打太极推手的同

时，远在万里之外的美国媒体也为

苹果唱起“窦娥冤”。《华尔街日

报》、《福布斯》 等纷纷发表评论，

称中国媒体质疑苹果售后服务是

“中国可能采取行动遏制外国公司在

中国智能手机市场占主导地位的最

新信号”，一些美国媒体甚至“上纲

上线”，认为指责苹果就是中国要实

行贸易保护主义的征兆。中美网络

上有关此事的评论和跟帖一时板砖

横飞，热闹异常。

一个最平常不过的舆论监督行

为，何以引发美国媒体如此强烈的

反弹，甚至比当事人苹果公司跳得

还高，连“阴谋论”似乎也脱口而出，

令国人大惑不解：去年三一集团在

美国建个风电场，都能被美媒质疑

为“危害美国国家安全”而遭致停

建，中国媒体质疑一下苹果的售后

服务，又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呢？

美国媒体向来以自由市场经济

的守护者自诩，言必称“市场归市

场，政府归政府”，如今，中国媒体

对苹果的售后服务提出质疑，中国

政府迄今并未要求苹果召回其不合

格产品，美国媒体何以就如此狂

躁？况且，中国是苹果产品的主要

消费市场之一，难道说中国的苹果

消费者只有掏钱的份儿，全无质疑

的资格？

不论卓越如跨国的苹果公司，

还是平凡如国内的小微企业，制造

的产品或提供的服务出了问题不要

紧，闻过则改就行，谁都不该摆出

一副“老虎屁股摸不得”的架势。

否则，在美国行不通的，在中国照

样行不通。

美媒何以如此狂躁
——“苹果屁股摸不得”？

袁 元

核心提示

新闻漫漫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