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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作为陕西省重点招商项目、投资2亿多元的阿
房宫景区，在运营13年后将面临拆除命运，取而代之
的是规模更大、耗资更多的阿房宫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有网友表示，这既浪费钱，又浪费资源，就是“瞎折腾”。

网友点评：
@闪闪 Infanta：破坏环境和浪费，这种乱花

钱、散钱不心痛的现象，不知何时能结束。

@杜令郡：当初花那么多钱建的如今却要拆，

不觉得太浪费了吗？如今全国上下都在倡导勤俭节

约，这样显得有点格格不入。钱要花得有所值，形象

工程再好,也只不过是表面而已，最主要的还是内在

建设。

@桑园小叶：这一拆一建，要消耗多少煤，消

耗多少钢材水泥，要排放多少三废？地方政府不能只

顾面子工程啊。

微信到底该不该收费，最近在网上争论颇多。工
信部部长苗圩说，微信有收费的可能，但不会大幅收。
但网友们对微信收费几乎是一边倒的反对。

网友点评：
@方兴东：微信收费将是中国互联网有史以来

最严峻的一场战争。运营商擎起收费大旗，不仅危及

微信，也将危及其他互联网应用，颠覆互联网基本规

则和基本模式。广大网民不仅面临宽带收费，同时也

将面临应用收费，面临全球绝无仅有的双重收费的境

况，惟一获益的只有垄断者。

@栀子：微信看似没收费，可实际收取了流量

费，再收费的话，是二次收费。微信收费的话，请问

是不是所有的网页和 QQ 之类都应该收费？

@春荫居士：微信火爆了，但挤占了信令带

宽。因此电信商和腾讯重新协调利益分配格局在情理

之中。但是微信即使要收费，也应该向腾讯收，而不

能向最终用户收，希望腾讯不要向最终用户转嫁。

微信收费不应向用户转嫁

景区“瞎折腾”费钱费资源

最近，不少景区借春季旅游升

温之机启动价格调整，国内景区新

一轮涨价潮悄悄掀起。一些景区给

出的调价理由是，旅游旺季到来，游

客过多，希望能够采用价格杠杆来

调节游客的数量。

既然价格由市场决定，需求上

升时，涨价自然有了理由。在这一点上，景区门票并不

例外。

春游游客增加，热门赏春胜地游客爆满是个不争

的事实。门票作为调节游客的价格杠杆，看来似乎还

没能充分发挥作用。同时，作为一大产业，旅游业当然

要有盈利模式。旅游业锁定“门票经济”，就成了最直

接、最顺理成章的途径，以至于各地对于长假后的旅游

业盘点，也以实现了多少门票收入作为一项关键指标。

风景在于发现，旅游在于感受。如今，国内公众

已拥有更多出游选择，也更关注旅游的深度体验。景

区如仍以为占着稀缺资源便可漫天要价，旅客必然要

用脚投票。这一点，从当下的驴友式旅游日渐红火就

可见一斑。驴友式旅游可以自由制订游览线路，还常

常会避开收费景点，既欣赏到了原生态的风光，又减

少了旅行费用。

对于国内很多高端游客而言，出国游应该更有吸

引力。国内景区同样面临国外景区的直接竞争，即便

国内景区有着出行距离或交通成本上的相对优势，一

些国际航班的折扣票价早已低于国内航线价格。当国

内景区门票价格继续上涨，这样的挤出效应恐怕只会

更加明显。

旅游产业归根结底是一项服务产业，过度倚重门

票的旅游经济，恐怕会令自身迷失于春光之中。

旅游业不可过度倚重门票
武 洁

历经广告、诉讼、商标、统计数据等领域的大战之后，“凉茶双雄”加多宝和王老吉因

祖传秘方事件纷争再起。企业之间与其“拳头相向”，不如多倡导一些文明、诚信、法治的

市场竞争理念，把更多的资金、精力投入到质量提升、市场拓展和品牌建设上来——

守 住 商 业 竞 争 的 伦 理 底 线
林火灿

中巴货币互换利好新兴经济体
吴洪英

近日，中国与巴西签署了一项约 300

亿美元的货币互换协议，有效期 3 年，经

双方同意可以展期。这是继 2009 年 3 月中

国与阿根廷签署 700 亿元等值人民币的货

币互换协议之后，中国与又一个拉美国家

签署的双边货币互换协议。这不仅标志着

中巴创新金融合作新模式，也是促进两国

贸易往来和加强经济合作的重大举措。

近年来，中巴两国贸易持续快速增长，

自 2009 年起，中国超过美国跃升巴西全球

最大的贸易伙伴、最大出口目的地国、最大

进口来源国和主要投资国，而巴西一直保

持中国在拉美最大的贸易伙伴地位。2012

年中巴贸易额达 750 亿美元，其中巴西向

中国出口额为 412 亿美元，进口 342 亿美

元。巴西丰富的自然资源、庞大的国内消费

市场和强劲的基础设施需求，以及中国巨

大的进口需求、较具优势的技术水平和越

来越强大的投资能力，使得中巴两国贸易

前景不可限量。然而，两国贸易增长前景明

显受到了当前全球经贸增长乏力、外汇市场

波动加剧和国际流动性不稳定等因素的影

响。显然，这一协议为中巴两国之间不断增

长的贸易活动提供了有力保障。

值得关注的是，此次货币互换协议是在

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和南非金砖国家领

导人第五次峰会举行之际签署的，是中国与

金砖国家签署的第一个货币互换协议，巴西

也因此成为第一个与中国签署货币互换协

议的金砖国家。巴西财长曼特加断言：“这一

互换协议最终将吸引其他主要新兴市场国

家。”的确，加强金融合作、降低交易成本、提

高新兴国家话语权，是金砖国家致力的重要

目标。去年 6 月中旬在墨西哥举行的 G20 峰

会上，中巴就已联手推动建立金砖国家之间

货币互换基金。此次金砖国家峰会正式成立

应急基金，再加上金砖国家间越来越多的金

融合作方式，势必有力促进金砖国家间、金

砖国家与其他新兴国家之间结成更加紧密

的经济关系。

此次货币互换协议还是人民币走向国

际化的又一重要举措。中国占世界贸易量

的 10%，外汇储备占世界的三分之一，不应

该也不能总是使用一个“长期贬值的货币

（美元）来作为储备货币”。因此，推动人

民币国际化、使人民币成为一种全球储备

货币，成为近年来中国政府和金融界开始

追求的一个重要目标。从 2008 年 3 月中

国与韩国签署第一个货币互换协议，到今

年 3 月，中国已与 19 个国家签订了货币互

换协议，涉及金额达 1.6 万亿元人民币，货

币互换对象国遍及亚洲、欧洲、大洋洲和

拉丁美洲。据统计，2010 年以来，人民币作

为国际金融交易结算的货币地位不断上

升，从 2010 年 10 月的第 25 位上升到 2012

年的第 16 位。显而易见，中国正在朝人民

币完全国际化的既定目标稳步迈进。

此次货币互换协议是中国与金砖国家签署的第一个货币互

换协议，有助于推动金砖国家之间的经贸合作，提高新兴经济体

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

最近，本不太平的凉茶市场再起波

澜。3 月底，王老吉凉茶创始人王泽邦后

人王健仪声明称，王氏家族从未将祖传秘

方授予广药集团，广药集团涉嫌滥用王泽

邦及其他先祖的肖像注册商标。

尽管加多宝否认与王氏家族发布声

明事件有关，但广药集团在回应中仍将矛

头指向加多宝，谴责加多宝公司及其名誉

董事长王健仪违背历史，以虚假消息恶意

破坏王老吉正常生产经营活动，已对王老

吉品牌造成伤害。

且不论凉茶的祖传秘方究竟在谁手

中，这场以“祖传秘方名义”举行的发布

会，已经成为加多宝和广药之间纷争持续

升级的重要注脚。

多年来，加多宝和广药围绕“王老吉”

商标使用费用和商标使用年限纠缠不休，

导致双方“婚姻”走到尽头。而“婚姻”失

败后，双方的争论并未休止。先是加多宝

投放广告称“全国领先的红罐凉茶改名加

多宝”。而后广药诉诸法律，广州市中院

下达诉中禁令，要求加多宝在判决前就立

即停止使用“全国领先的红罐凉茶改名加

多宝”等广告语。今年两会期间，加多宝

又发万言书，痛斥广药索赔 10 亿元是要将

加多宝“赶尽杀绝”。

在一轮接一轮的较劲和对抗中，“凉

茶双雄”针锋相对的态势愈演愈烈，最终

成了一部“肥皂剧”——剧情并不复杂，但

时间跨度绵长，让人看不到任何落幕的苗

头，更不知道这两大巨头越来越“无底线”

的互相痛斥，将把中国凉茶市场搅动到何

种境地。纷争中，双方都试图表明自己是

“受害者”，以获得消费者的同情和支持。

而消费者却很难从这场“剪不断、理还乱”

的攻击中看到真相。

不过，无论“凉茶双雄”如何想铆

足劲死磕对手，这场闹剧最终不会有赢

家。广药虽然拥有王老吉商标，但在凉

茶的商业运作上缺乏经验，需要进行重

新布局和谋划；加多宝虽然拥有渠道和

多年的积累，但“而今迈步从头越”。在

此情况下，双方如果不把主要精力放在

市场拓展和品牌建设上，而是只盯着对

手的一举一动；不是想方设法打动消费

者，而是挟持消费者站队，最终将形成

许多毫无必要的内耗。如此一来，“凉茶

双雄”只能两败俱伤。

近年来，国内市场出现了不少竞争对

手互掐的案例。例如，2010 年，蒙牛员工

伙同公关公司人员在网上发帖指竞争对

手伊利的 QQ 星儿童奶容易导致儿童“性

早熟”；腾讯致信 QQ 用户，表示将在装有

360 软件的电脑上停止运行 QQ 软件，迫

使 QQ 用户在 360 软件和 QQ 软件之间选

用其一。还有企业把攻击对手作为一种

营销策略，不惜恶意攻讦或抹黑，揭对手

短处，扬自己长处，通过打击对手，给自己

带来更多关注度。

这一场场闹剧和风波映射出我国不

少企业并没有真正理解市场竞争的内涵

和要义。如果企业简单地把竞争理解为

做“减法”，片面认为对手出局意味着自己

就是胜利者，认为对手市场份额下降意味

着自己的份额就能增长，那么，企业在竞

争中便会一次次地突破市场经济的商业

伦理底线，把每次竞争都当作一次你死我

活的“血拼”，甚至把商业竞争凌驾于法律

之上。至于广大消费者的切身利益和感

受，则完全不管不顾。

这种做法虽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打

击对手，但往往“杀敌一千，自损八百”，一

旦恶意攻击行为被揭穿，不但要承担相应

责任，企业形象也会严重受损。更重要的

是，消费者恐怕也不会甘愿充当企业恶意

竞争的炮灰，忍无可忍时只好用脚投票，

恕不奉陪，企业就更加得不偿失了。

企业之间与其“拳头相向”，不如多倡

导一些文明、诚信、法治的市场竞争理念，

共同守住商业竞争的伦理底线，把眼光放

得更长远一些，把更多的资金、精力投入

到质量提升、市场拓展和品牌建设上来，

在和睦相处中开展良性竞争，在竞争中实

现共同发展。

凉茶虽可降火，加多宝和王老吉的

商业格斗却让人看得“肝火旺”：从打官

司抢品牌到买断货抢市场，从眼泪汪汪

的万言上书到神秘兮兮的五代传人⋯⋯

消费者怯生生地举手提问，“亲，你们这

么忙，还有空做凉茶吗？”

“肥皂剧”式的品牌之争赚足了眼

球，或许可以使品牌知名度火箭式蹿

升，却未必能给品牌美誉度带来等量的

正效应。尤其是对加多宝这样占据罐装

凉茶市场份额 80%之多的大品牌来说，

培育品牌美誉度已经远比闹哄哄的知名

度重要得多。

如果说品牌知名度只是让消费者认

识你，那么，品牌美誉度则是让消费者

了解你、喜欢你。美誉度是品牌在消费

者心中的良好形象，真正反映了品牌在

消费者心目中的价值水平，它与品牌忠

诚度密切相关，对企业长远发展和扩大

市场份额极其重要。

建立品牌美誉度需要长期细心的经

营和维护，其中两点至为关键，一是品

质上乘，二是情感对接。卓越品质让品

牌值得信赖，是提升品牌美誉度的前提

基础，需要企业确保产品领先并不断创

新；与消费者的情感对接则是提升品牌

美誉度的长久之计，需要企业提供超值

服务、履行社会责任，树立符合消费者

价值评判的品牌形象。

企业之间没完没了的掐架攻讦、阴

谋阳谋对提升品牌美誉度少有助益，搞

不好还会弄得玉石俱焚、两败俱伤。最

新爆出的消息“揭底”了凉茶撮火的原

因——成本更低的热性药材山银花可能

大量被当作凉性药材金银花，用于凉茶

类产品之中。

消费者无奈地接着说，“口水永远铸

不成口碑，有时间还是分拣一下金银花

和山银花吧。”

历经广告、诉讼、商标、统计数据等

领域的大战之后，加多宝与广药王老吉的

“凉茶之争”战火重燃。

竞争是市场经济发展的重要机制，

任何一家企业都不可避免地要与同行展

开竞争。只有竞争，才能在优胜劣汰中

打造出蓬勃发展的产业。但竞争又是一

把 双 刃 剑 ， 一 方 面 有 利 于 促 进 经 济 增

长，另一方面缺乏规范和协调机制的过

度 竞 争 会 导 致 竞 散 、 竞 乱 、 竞 仇 、 竞

怨，不利于产业健康长远发展。随着市

场体系的逐步完善和企业经营理念的日

趋成熟，客观上已使传统竞争开始迈入

竞合的新时代。

“竞合”概念是由美国学者内勒巴夫

和布兰登勃格提出的，他们认为攫取价值

要通过竞争，而创造价值是一个合作过

程，这一过程不能孤军奋战，必须相互依

靠。简言之，竞合就是竞争中求合作，合

作中有竞争。竞合的着眼点在于把产业蛋

糕做大，大家都有可能比以前得到更多，

其实质是实现企业优势要素互补。

要促使企业更好发展，企业间的关系

必须发生新的调整，要从简单低级的双边

对抗竞争走向适应多元化合作的趋势，并

在企业内部进行深度创新。

在我国，企业间实现竞合还有很长的

路要走。首先，企业必须本着以诚相待的

态度，把向合作方学习作为一项战略任

务。其次，要在充分了解双方优势资源的

基础上，获取自身竞争能力的最大化提

升。此外，合作企业必须本着互利互惠的

原则，及时有效地处理问题。

有一种竞争叫竞合。竞合意味着竞

争的升级，竞争不再单纯表现为技术上

的你追我赶、互设屏障，而演化成为企

业在经营管理、战略谋划等方面更深层

次的较量。在这种较量中，企业必须学

会创造差异化的价值，形成独特的发展

路径。

有一种竞争
叫竞合

徐 达

美誉度比知名度更重要
宗 文

刘道伟作

“考一级建造师后，证挂在一家建筑公司，一年可

拿 10 万元”。“挂证”已经成为行业潜规则，形成了完整

利益链。有网友担心，这种“人证分离”，难以保证工程

质量安全，反映出监管的缺失缺位。

网友点评：
@西楼雨望月：如果工程质量监管和责任追究

更严厉，责任更大，估计挂证就谨慎多了。

@好吃的煎饼果子：挂证还催生了各种补习班、

提高班。某些发证机构一边发证，要求各企业单位必

须有挂靠证件，一边又以考证为名办补习班敛财。

@韩大伟_SDUW：行政许可制度本身就是有

问题的，是不符合市场经济内在规律的。

@小海螺的小船：挂证不仅反映了行业的暴利，

还反映出个人的职业道德低下，以及工程质量背后的

责任追究不足。

“挂证”乱象反映监管缺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