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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企业，无论中资外资，只要在中国经营，就要遵守中国法律。企业

应当赢在产品和服务上。近几年，消费者对洋品牌不再迷信，中国企业应

当抓住机会，加强研发、优化经营，用堂堂正正的国潮与洋品牌公平竞争，

看谁更受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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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 解“ 多 头 跑 ”困 境

抓 住 撒 谎 的 加 拿 大 鹅

主要填充物是普通鸭绒，动辄却要卖上

万元一件，加拿大鹅牌羽绒服卖的是保暖费

还是智商税？据报道，“加拿大鹅官方旗舰

店”实际经营者希计（上海）商贸有限公司因

虚假广告，被上海市黄浦区市场监督管理部

门罚款 45 万元。

加拿大鹅走高端路线，宣称“所有羽绒

混合材料均含有 Hutterite 羽绒，这是优良且

最保暖的加拿大羽绒”。虽然大多数消费

者不懂“Hutterite”是什么意思，也不知道它

是不是“最保暖”，但必须承认，这个英文单

词给品牌增加了“不明觉厉”的格调。2020

年，加拿大鹅天猫旗舰店点击量达到 1.81 亿

次，销售额达 1.67 亿元，相信不少人是被广告

种草。

然而，监管人员询问专家后得知，在禽

鸟品种相同的情况下，羽绒的品质和禽鸟的

成 熟 度 有 关 ，和 产 地 、气 候 无 关 。 强 调

“Hutterite”产地来彰显羽绒的保暖性，并无

事实依据。

监管人员查阅加拿大羽绒协会的海外

官 网 ，发 现 有 一 种 蓬 松 度 1000 的 羽 绒 ，它

才是测试以来加拿大最高品质的羽绒；还

查阅了加拿大鹅羽绒供应商的海外官网，

确认其知晓存在蓬松度 1000 的羽绒，而加

拿 大 鹅 向 其 采 购 的 羽 绒 蓬 松 度 最 高 仅

为 800。

被老家的合作伙伴官网打脸，这就尴尬

了。监管人员还发现，就算所谓的 Hutterite

羽绒很保暖，加拿大鹅销售的 190 款羽绒服

装中，蓬松度达到 800 的鹅绒服占比也仅为

9.5%，蓬松度 625 的普通鸭绒服接近七成。

监管部门据此认定，希计公司的广告语以偏

概全，与事实不符。

可以看出，希计公司利用专业知识编织

的说辞很隐蔽。能戳破其谎言，体现出我国

市场监管部门的执法能力和国际化水平显

著提高。监管人员没有被满屏的专业英语

难倒，在多个海外网站中寻找真相，才能隔

着太平洋，抓住撒谎的加拿大鹅。

我国正在着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

际化的营商环境。这既是对监管部门的要

求，也是对所有市场主体的考验。随着营

商环境与世界接轨，监管水平对标国际先

进，再考虑到中国消费者迅速成长，见识多

了，真假洋品牌惯用的手段已不怎么见效。

此前，多个国产品牌因为名字和产品介

绍硬要“蹭洋气”而“翻车”。部分真的洋品

牌还涉嫌“双标”，在中国市场降低标准，比

如梦龙雪糕就被网友爆出在国外使用牛奶，

在我国却使用低价的植脂。至于那些在国

外不过是超市商品，在国内却假扮高端的品

牌，更是一个个被识破。消费者逐渐明白，

洋品牌不一定代表高质量，也可能是借着信

息不对称，忽悠一个算一个。

加拿大鹅可能没有认真学习过中国的

广告法，也忽略了中国市场的变化。它最初

被立案是因为使用了广告法禁止的“最高

级”用语。用虚假广告欺骗、误导消费者，是

它此次被罚的主要原因。同时，监管部门还

督促其纠正了利用格式条款排除消费者正

当权利的违法行为。希望所有企业，无论中

资外资，都应以此为戒，只要在中国经营，就

要遵守中国法律。

外国的月亮没有更圆，外国的羽绒服

也没有更暖。不管是给自己起个洋名字，

换个洋产地，还是大搞洋品牌溢价甚至虚

假宣传，都不是正道。企业应当赢在产品

和服务上。近几年，消费者对洋品牌不再

迷信，中国品牌正在崛起，大有我用国货我

光荣的势头。中国企业应当抓住机会，加

强研发、优化

经营，用堂堂

正 正 的 国 潮

与 洋 品 牌 公

平竞争。

近日，国务院第八次大督查第四督

查组在山西省吕梁市督查时发现，部分

中小企业主在财政专项支持资金申请成

功后，面临长时间“多头跑”才能顺利到

账的困境，甚至有企业主耗时11个月才

领取到该项资金。财政专项支持资金是

国家惠企利民的重要举措，能有效助企

纾困，促进地方经济发展。但如果资金

的审批、发放流程过于复杂、耗时过于漫

长，那么财政专项支持资金的效能将大

打折扣。对此，各地应深入推进“放管

服”改革，让市场主体少跑腿，使财政专

项支持资金更好发挥及时雨作用，有力

推动中小微企业发展。

（时 锋）

土拍新规意在“房住不炒”
黄晓芳

医 药 不 需 要“ 代 表 ”
魏永刚

300 万医药代表就要消失了，这是一个好消息。

很长一个时期，“中间商赚差价”是人们熟悉的“市场规

则”。对于医疗这个特殊行业而言，医药代表几乎靠吃差价

“赚”出了一个巨大行业，“从业者”竟然有 300 万之多。

但是，他们“赚”的并不是靠市场规则实现的。在装满自

己腰包的同时，医药代表也污染了医疗行业。给医生回扣，推

动医生开高价药，腐蚀医疗行业，推高医疗成本，加重患者负

担，损害医患信任，这都有医药代表的“功劳”。

在规范的市场中，靠着钻空子发展起来的医药代表自

然只能“消失”。医药代表的消失，是这些年医疗体制改革

的结果。这个群体没有了，将会使医药营销环境进一步净

化，从而也将使医院和医药企业之间更加干净。医药和医

疗之间清清白白、干干净净，有利于改善医患关系，净化医

疗环境。

从这个意义说，医药代表的消失是一件好事，医疗环境的

改善值得期待。

一 度 暂 停 的 深 圳 第 二 次 土 地 集 中 出 让 近 日 发 布 公 告

称 ，土 地 出 让 溢 价 率 将 由 45% 调 整 为 15% ，达 到 溢 价 率 上

限后将摇号决定买家。这两天，广州、杭州等地也发布公

告，不约而同地把溢价率设定在 15%甚至更低。此举反映

了 各 地 落 实 中 央“ 房 住 不 炒 ”定 位 要 求 、坚 决 稳 地 价 的 决

心 ，但 如 果 据 此 就 认 为“ 土 地 财 政 ”将 因 此 落 幕 ，则 言 过

其实。

此次土地出让溢价率下调的原因是，年初实行的首次土

地集中出让并未收到预期政策效果，22 个重点城市土地市场

依然火爆，溢价率不降反升，楼面价再创新高。为此，住房和

城乡建设部先后约谈有关城市负责人，中央层面召开房地产

调控电视电话会议，并叫停了第二次土地集中出让。

多年来，很多地方对房地产税收和土地出让收入倚重较

大，为了增加财政收入，一些地方或明或暗试图增加土地收

入，如在调控中玩起数字游戏，通过提高起拍价等方式调整溢

价率，或通过各种名目增加实际地价。土地出让溢价率降低

仅是部分减少土地出让收入，并不能从本质上改变地方财政

倚重土地出让收入的事实，不会根本上触及地方对“土地财

政”的依赖。

要改变“土地财政”现状，须从根本着手，改革财政收入分

配体制，同时发展地方经济，从而改善地方政府财政收入

结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