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杉杉控股董事局主席郑永刚——

国内品牌尚难引领时尚

杉杉控股董事局主席郑永刚——

国内品牌尚难引领时尚

本报讯 记者陈学慧报道：在博鳌亚洲论坛 2013
年年会上，记者采访到杉杉控股董事局主席郑永刚，倾
听他的“品牌观”。

郑永刚说，品牌并不单指产品品牌，还包括企业品
牌和企业家品牌。尽管杉杉在国内已是知名服装品牌，
但与国际名牌相比还有差距。服装品牌包含有设计、质
量、市场、文化等要素。跟国际名牌相比，我们不输设
计和制作，输在品牌。

郑永刚认为，我们曾经在设计上跟国际流行趋势有
很大距离，但近年来，中国的主流品牌设计已不输国际
名牌。设计是可以购买的，设计师也是有市场定价的。
有些国际名牌为了打开中国市场，还会聘请中国设计
师。我们的缝纫技术和制造工人比较好，工艺制作更是
没问题，达到国际水平。比如杉杉西服设计过硬、品质
过硬，符合时尚潮流。最大差距是品牌无形价值，是消
费者对文化内涵及其所包含生活方式的理解和认同。郑
永刚举例说，国内品牌时装秀更多是一种“运用秀”，
展示的是“我有什么产品，我要卖什么样的产品”，而
国际名牌的时装秀展示的是时尚，是未来几季的流行趋
势，包括设计、面料、颜色等，起到引领潮流的作用，
比如阿玛尼如果推出的西服是小领，那就意味着来年整
个男士西服的衣领会变小。如果我们也首先弄出小领子
来，可能就不会被主流市场认可。这就是品牌效应。

谈到品牌建设，郑永刚认为，“品牌是软实力和硬
实力的综合体现，最有实力的国家都是品牌大国。跟中
国的实力相呼应，20 年前，很少有人关注中国经济和
中国品牌，而现在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全球
都在关注中国的发展，关注中国的市场。博鳌亚洲论坛
能吸引这么多国际重要嘉宾也是这个原因，中国品牌已
经到了要走向国际化的时代。就像苹果和乔布斯、微软
和比尔·盖茨，中国的企业品牌、企业家品牌也需要被
全球所熟悉。中国的企业家应该着手民族品牌的全球化
建设。”

凤凰古城“一票制”正式启动凤凰古城“一票制”正式启动

4 月 10 日，两名游客在凤凰古城一处售票点前查看

门票管理办法。当日，湖南湘西凤凰古城正式启动“整

合收费”，将原来免费的古城景区和南华山神凤景区合

二为一，向游客收取 148 元的门票。

新华社记者 赵众志摄

多 管 齐 下 根 治 顽 疾
本报记者 冯其予

货车违法行为屡禁不止背后反映出的行业问题——

▷ 企业法律意识淡薄、管理部门以罚代管和多头治理

▷ 运输结构不合理和物流企业对货运定价缺少发言权

▷ 货运车司机素质有待提升，对潜在安全隐患缺乏认识

▷ 物流行业小散乱差以及整个行业无序竞争问题突出

规范市场环境是当务之急
本报记者 冯其予

专家说

经营者说

近期，河北、山东、福建等地接连发生多起因货车肇事引发的重大交通事故，造成群死群伤。为减

少货车安全隐患，整治野蛮驾驶行为，公安部决定从4月1日至9月30日在全国开展货车违法行为专

项治理行动。请看本报与中央电视台记者的联合报道——

野 蛮 驾 驶 应 休 矣
本报记者 冯其予 中央电视台记者 陈 晨 张 高

“整治野蛮驾驶
据了解，这次整治的货车十大野蛮驾驶行为是：强

行超车、强行会车、逆向行驶、闯红灯、超速行驶、超载
行驶、疲劳驾驶、抢占道路霸道行驶、驾驶无牌无证车
辆、驾驶报废或非法改装拼装车辆等。

这些野蛮驾驶行为严重违反了道路交通法律法
规，扰乱了道路通行秩序，危及广大驾驶人和出行群众
的人身安全，相关死伤事故给受害者和肇事者家庭都
带来了很大的不幸。

山东省公安厅交警总队秩序支队副支队长寇军营
表示，现在货车闯红灯的违法行为，主要有两种情形，
一种是存在侥幸心理，到了灯控路口时便容易发生恶
意违法行为；第二种情形是没有提前采取制动措施，刹
车距离过长发生了闯红灯。而司机疲劳驾驶和超载是
造成货车刹车距离过长的重要原因。

非法改装拼装车辆的问题同样严重。日前，在湖
南通往湖北的省际卡口羊楼司收费站，湖南高速民警
针对大货车开展了一次集中的整治行动，发现大货车
超高、超宽、非法改装车辆的现象十分严重。被查处的
一辆厢式货车，在花费十几万元改装之后，原本只有 9
米多长的车身变成 22 米长。民警介绍，由于驾驶员的
视线受阻，这样的车辆在路上行驶十分危险。交警部
门表示，改装的大货车看似一次能够拉更多的货，赚更
多的钱，但是安全隐患巨大，一旦出事就得不偿失。

强行超车违规占道“霸道”酿事故。载货汽车由于
自重大、车体长，在路上行驶本身就不是很灵活，还是
有一些货车司机开着这些大家伙在路上强行超车、违
规变道、违规占道，酿成不少交通事故。前不久，在新
疆乌鲁木齐七道湾路测绘队路口，一辆货车突然从中
间车道变更到左侧车道，与左侧车道上的另一辆货车
追尾，虽然当时车速并不快，但这起事故还是导致后车
的一名乘客死亡。

遏制事故多发
据公安部交管局统计，2012 年全国货车交通事故

造成的死亡人数达 18621 人，平均每小时就有两人因
为货车事故死亡。因此，整治货车野蛮驾驶行为的目
的是减少货车安全隐患，遏制货车交通事故多发势头，
确保出行安全。

目前，我国货车的保有量为 1900 余万辆，占机动
车保有量总数的 7.8%，但货车肇事导致的死亡人数约
占交通事故死亡总数的 28%。2012 年，货车的万车事
故率比同期全国交通事故万车事故率高出 1 倍多。近
期，山东、福建、河北等地接连发生多起货车肇事导致
的群死群伤道路交通事故。

目前，我国还存在货运车辆安全性能较差，货运市
场不规范，道路货运集约化程度低，安全生产责任不落
实、安全监管不到位等深层次问题。公安交通管理部
门表示，在大力整治货车野蛮驾驶行为的同时，要积极
会同交通运输、安全监管等部门，从源头上排查治理货
运车辆和驾驶人存在的安全隐患，强化对货运企业、货
运车辆维修行业的安全监管，督促货运企业履行安全
生产主体责任，努力提高货运驾驶人的安全文明意识，
努力创造安全有序的道路交通安全环境。

据了解，虽然国家有相关处罚标准，但还是有部分
企业和个人心存侥幸、铤而走险。可见，加强治理是解
决问题的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理顺相关机制，从源头
上杜绝货车超载现象的发生。另外，货运企业和货运
驾驶人应以实际行动参与到专项治理中，主动自查自
纠，落实防范措施，克服交通陋习，自觉规范驾驶行为，
积极配合公安交管部门的执法，切实维护道路交通安
全环境。

“公路运输是我国远距离干线运
输的主体。在我国所有运输方式之
中，公路运输的占比在 75%左右。”中
国物流技术协会秘书长马增荣表示，
当前货车违法行为屡禁不止，反映出
这个行业的诸多问题。归结来看，主
要体现为四个方面。

第一，货车超限超载屡禁不止，反
映出企业法律意识淡薄、管理部门以
罚代管和多头治理的问题。

“一方面是企业和个人司法意识
淡薄。靠违法去获取利润，一部分人
借助这一侥幸心理带来了实际的收
益，最后把行业引向了泥潭。”马增荣
表示，另一方面，治理超限超载的职
能分散在多个部门，采取的处理方式
主要是罚款，“甚至有些地方政府还
把这项罚款作为地方财政收入的补
充，让这个本来出发点很好的政策变
了味儿。”

第二，货车司机疲劳驾驶屡见
不鲜，这背后存在运输结构不合理
和物流企业对货运定价缺少发言权
的问题。

马增荣告诉记者，物流企业中大
多数运输商户都处于分散状态，是个
体运营，盲目性较大。“‘多拉快跑’成
了他们营运的主要方式，这就让必要
的休息很难保障，导致出现疲劳驾驶
现象。”

马增荣表示，许多发达国家综合
交通运输体系中，水运、航空、铁路运
输配合很好，“国外公路运输都基本控
制在 300 公里到 500 公里以内，多数
是短途运输，少数是长途运输。”但我
国铁路运输整体运力有限，水运又有
其先天的约束，受路线和区域的限制
比较大，因此公路运输一家独大的结
构问题很突出。同时，因为物流行业
竞争激烈，物流企业对货运价格没有

发言权，只能不断压缩成本，低价竞争
导致货运运价的空间被大量挤压，最
终使司机的权利得不到保证，引起更
多的疲劳驾驶。

第三，整个货运车司机队伍素质
有 待 提 升 ，缺 乏 对 潜 在 安 全 隐 患 的
认识。

“很多司机在拿到驾照以后就上
岗了，并没有参加其他培训。现在很
多司机的安全教育还是靠老司机的言
传身教，而企业只是对司机进行简单
的管理和培训。”马增荣表示，对货车
司机进行系统性的安全培训在国内十
分缺乏，“如果我们把这些培训和教育
细化到驾驶员层面，很多事故就可以
预防，让驾驶员别抱着侥幸心理去开
车。”

第四，物流行业小散乱差以及整
个行业无序竞争的问题也很突出。

马增荣表示，从根本上解决货车
违法问题，需要从法律、管理以及市场
三个方面入手。首先是全行业必须遵
守国家的法律法规，执法部门必须做
到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其次，涉及公
路运输的管理部门要协调一致，行业
协会在这方面应当发挥更大作用。此
外，还要解决公路运输上运输货物的
价格回归问题。同时，相关行业协会
也要推动企业从粗放、低质量、低成本
的 竞 争 逐 渐 向 品 牌 化 的 竞 争 方 式
转型。

说起当前的货车违法问题，德利
得物流总公司运营总监恽绵向记者表
示，“造成公路三乱的重要原因，是市
场的无序”。

“大货车是物流业供应链中的重
要一环，而现在最突出的特点就是

‘散’。”恽绵表示，目前我国的大货
车多集中在小微型企业，稍大一点的
企业，很多车辆也是个体户挂靠。由
于规模小，企业的经营能力、可持续
发展能力很弱，管理起来也很麻烦。

“成千上万的个体司机开着车在全国
各地跑，你很难见着面。所谓的挂靠
企业，最后基本还是靠货车司机自己
管理自己。”

市场无序的背后是法律的缺位。
恽绵告诉记者，由于目前相关法律法
规不健全，法人、个人的货车违法违规
行为在发生第三方交通事故时一般适
用《道路交通安全法》，并不专门适用

大货车。另一方面，虽然《公路安全保
护条例》实施快两年了，“但在实际执
行过程中常常走样。”恽绵说，以典型
的轿运车为例，如果严格按照国标执
行 ，车 辆 的 外 扩 尺 寸 总 长 不 能 超 过
16.5 米，“但实际上市场上轿运车不算
车头就有越 25 米，算上车头达到 30
米，一次至少拉 12 辆车，多的能拉 24
辆车。”恽绵表示，如果严格按照国家
标准执行，一次最多只能拉 6 辆小轿
车，运费至少翻一番，“现在呈现出两
头为难的局面，法律需要严格执行，但
那样几乎没有几辆轿运车能上路。而
如果全行业违法，国家的法规就会形
同虚设。”

恽绵告诉记者，目前货车违法的
治理，仍然存在多个主管部门的局面，

“超限超载、违法改装等问题，很多都
是多头管理。”

恽绵认为，市场环境的规范很重

要。“一要规范市场秩序，二要规范市
场价格。我们一直在呼吁交通运输
部门出台道路运输指导价格。”他以
轿运车为例给记者算了一笔账：现在
运一辆轿车运价是每公里 4 毛钱左
右，如果一辆轿运车只能装 6 辆轿车，
一公里就只能挣两块四毛钱，“轿运
车车头至少 260 马力，百公里油耗至
少 36 升。现在油价这么高，算一下就
发现连油钱都还不够。剩下的选择，
不是亏损就是超载。”恽绵表示，目前
发达国家都有货运的基准价，每年修
改一次，“超过基准价过高或过低都
是违法的。”

“关心货车司机的生存环境，企
业和社会都要担负起相应的责任。”
恽绵认为，需要提供科学的警示，用
严格的执法体系避免有法不依情况的
出现，并加强对交通运输安全的宣传
力度。

2012年1月 公安部交管局印发《关于春运期
间加强货运车辆通行管理的通知》，要求加强对长途
行驶的货运车辆的抽查，了解行驶里程、实际驾驶时
间等，消除疲劳驾驶隐患。要加强午后、夜间等事故
多发时段巡逻，及时发现、查处和纠正货运车辆驾驶
人疲劳驾驶违法行为。

2011 年 10 月 公安部印发通知，决定自2011
年11月1日至2012年3月31日，在全国开展集中整
治超速行驶、货车超载和疲劳驾驶违法行为专项行
动，要求依法查处违法超限超载运输车辆和超宽超长
运输车辆。对超限超载货车，一律引导至治超站点称
重，凡超限运输的，一律交由交通运输部门依法处罚；
凡超载运输未达到超限标准的，一律由公安交管部门
依法处罚。对超限超载车辆，要责令并监督违法行为
人采取卸载、分装等措施，消除违法行为。

2005 年 6 月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
车辆超限超载治理工作的通知》。提出各级交通、公
安部门要加强协调和配合，按照全国统一的超限超
载认定标准和处罚标准，在治理超限超载检测站共
同对超限超载车辆进行集中整治。对重点监管车型
和重点地区，逐步加大卸载和处罚力度，对超限超载
车辆驾驶员严格实行扣分制度，遏制超限超载车辆
上路行驶。

历次货车整治行动回顾

新华社北京 4 月 10 日专电 （记者朱诸 安蓓）

中石油集团政策研究室发展战略处处长唐延川 10 日表
示，由于全球常规油气资源已经被国际大石油公司瓜分
殆尽，因此，近几年全球油气上游资源并购向非常规资源
转移是一种不得已的选择。

唐延川在当天举办的“2013 第九届中国能源投资论
坛”上说，早在半个多世纪前，国际大石油公司就凭借巨
大的资金、技术和管理实力，在西方国家政府的支持下，
对全球主要的常规石油资源进行瓜分，形成了对全球石
油市场的寡头垄断。因此，近几年全球油气上游资源并
购的重心只能向非常规转移。

唐延川说，2012 年全球油气上游资源并购交易价值
达 2500亿美元，其中只有 11%是针对陆上传统资源。但
是，相对于传统的油气资源，页岩气、煤层气和深海资源
等非常规资源的开采风险要大很多。

同时，唐延川表示，全球上游资源并购还呈现向政治
环境稳定、自然条件较好的发达和成熟市场转移的趋
势。2012 年，60%的资源并购发生在北美，亚太地区和
欧洲各占 10%。而北美市场也成为我国企业在境外最
大的并购地区，2012 年我国石油企业在北美的并购总额
占境外并购的比重超过七成。

全球油气并购重心转移

中国物流技术协会秘书长马增荣——

德利得物流总公司运营总监恽绵——

服装品牌包含有设计、质

量、市场、文化等要素。跟国际

名牌相比，我们不输设计和制

作，输在品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