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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国企业的行为不能跨越驻在国法律
不受制约的权力容易导 致 腐

败，违法违规行为鲜受重罚则导致
跨国企业的傲慢。如同权力需要关
进制度的笼子里，跨国企业的行为
同样不能跨越驻在国的法律。

在苹果公司利用“ 霸王条款”
侵害中国消费者权益被媒体曝光半
个月后，苹果首席执行官蒂姆·库克
的道歉和改进措施姗姗来迟。虽然
迟，但只要亡羊之后篱笆补牢，当然
好过继续傲慢。对中国消费者而言，
公正的待遇远比道歉更重要。

近年来，跨国企业日益意识到
中国市场的重要性，大力发展在华
业务并获得了巨额利润。中国商务

部的数据显示，2012年中国实际使
用外资金额1117.2亿美元。业内人士
认为，未来中国也是跨国企业全球
投资的首选目标之一。波音中国总
裁马爱仑说：“ 近年来，绝大多数美
国企业都有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
那就是如果不能在中国赢得市场，
就等于没有赢得市场。”

另一方面，不少跨国企业在华
经营业务时大钻中国法律空子，想
方设法执行“ 双重标准”以牟取更
多利润，侵犯了中国消费者的正当
权益。这些年，跨国企业“ 全球召回、
中国例外”的案例层出不穷，如大众
汽车DSG变速箱问题，立顿袋泡茶

在中国的农药残留量远超欧盟标
准，可口可乐含氯产品问题⋯⋯中
国消费者苦于跨国企业的“ 双重标
准”久矣！

应该看到，跨国企业之所以在
华表现傲慢，根源在于它们违法违
规的成本太低。

目前，中国部分领域的法律法
规并不健全、缺乏可操作性，一些技
术标准太过宽泛或偏低，导致部分
在西方国家不合标准的产品在中国
却能达标；部分地方政府为促进地
区GDP快速增长，对跨国企业提供
优厚待遇，对其不规范行为睁一只
眼闭一只眼，也助长了跨国企业在

中国消费者面前的强势。此外，相对
西方消费者，中国消费者通过法律
维权的意识也相对淡薄，维权机制
也相对复杂。

因此，如何让跨国企业在华低下
傲慢的头颅？根本之计并不在于善
后———发现它们违规之后大加挞伐，
营造舆论声势；而在于预防———加强
法律和制度建设、完善标准制定，加
大对违法违规企业的惩戒力度，并在
全社会形成依法维权的氛围。

在中国经营的跨国企业必须遵
守中国法律，尊重中国消费者的正
当权益，这才是互利共赢的长久之
道。 据新华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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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建国
在湖南省蔬菜基地之一的汉寿

县围堤湖，自3月上旬以来，农民纷
纷将自种的白菜、包菜耕除。对此，
汉寿县蔬菜办称，保守估计毁菜
6000亩以上，经济损失达2000万元。

（ 据《 湖南日报》）
导致菜农毁菜的原因，是大众

并不陌生的卖菜难。据称，请人割
菜、装卸，加上运费、进场费等，把白
菜送到市场，每公斤的成本起码要8
毛钱。可现在，长沙市场白菜批发价
约6毛钱1公斤。卖得多就亏得多，耕
掉还能减少损失，如此说来，毁菜还
是一种“ 理性选择”。

对于农民毁菜，湖南农业厅有
关负责人把原因主要归结到了市场
身上。主要是：生产无序，盲目扩种；
品种单一，竞争力差；流通不畅，缺
乏直销渠道。分析得头头是道，很有
点诸葛亮的味道。让人有所遗憾的
是，这些建议早点让农民知道，早点
指导农业生产，那该有多好。

农民市场意识不强，说起来也是
一个老问题了，几乎在每一起“ 菜贱
伤农”中都能够见到。农民种菜，很多
时候都是“ 跟着感觉走”，上年挣钱
了下年拼命种；在种菜过程中，只顾
面朝黄土，不去抬头看天，菜的品种
单一，抗风险能力很差；在销售环节，
基本是单兵作战，甚至互相压价，导
致利润的大头都被中间商赚走。在相
关方面对汉寿农民毁菜的原因分析
中，也能清晰地看到这些老问题。

传统农业的生产是一家一户，
虽然现在提出了发展家庭农场，但
相对于广袤的市场，依然形单影只，
集约化程度不高。这也造成了农民

对市场的了解，与中间商的议价，以
及对市场的开拓，远远不能用企业
的标准来衡量。这时候，就需要政府
提供专门化的服务，从生产技术、市
场信息、抱团发展、农超对接等方面
提供支持。

这片基地种植蔬菜5万多亩，其
中白菜有3万多亩。这可不是零星种
植，这么大的面积，无论如何都应该
纳入相关部门重点服务和重点关注
的范畴。农业部门本来就应该“ 接地

气”。如果提前介入，想方设法提高
农民的市场意识，有效解决农民种
菜中存在的种种问题，同时通过开
征“ 蔬菜保险”等手段，未雨绸缪，
岂不是能够避免毁菜发生？眼睁睁
地看着农民在种菜中存在问题，而
不提前帮助解决，只是在事后感慨，
这种行政伦理值得商榷。

“ 事后诸葛亮”并非只此一例。回
溯过往可以看到，几乎每一起“ 菜贱伤
农”之后，相关部门总要站出来指责一

下农民市场意识的不足，而且谈得头
头是道。似乎在农民身上，很能找到快
感。只是这种快感，对于农民农业来
说，却是一种实实在在的痛。

对于社会来说，感慨农民市场
意识不足可以，做做“ 事后诸葛亮”
也行，但对于相关部门来说，不能总
是怪农民怪市场。相关部门更应该
反思自己的不足，想想自己在帮助
农民提高市场意识上，到底做了多
少事，还有多少可做的事。

□严辉文
近日，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

心对3074人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
高达92.8%的受访者认为现在有些
地方政府处理新闻事件时“ 热回应
冷处理”的情况多。78.2%的受访者
认为“ 完善问责机制”才能走出“ 热
回应冷处理”怪圈。

（ 据《 中国青年报》）
盘点近期一些著名的“ 烂尾新

闻”发现，“ 热回应冷处理”很流行。
比如，连霍高速义昌大桥爆炸垮塌事
件的责任认定结果未出，案件尚在积
压；山西洪洞水库坝体坍塌事件群众
损失正在赔付；同期其他众多的热点
事件照例都在“ 调查中”⋯⋯

热回应，表明政府部门开始被

动地适应新媒体时代，面对舆论监
督虽然还坚决抵住政府傲慢的大
门，但是接收和反馈信息的透气窗
口总算是稍微打开了一些。这样一
来，政府可能听到外面的声音，呼吸
到网络新鲜的舆论空气，也学会了
在适应与调整中徘徊。实际上舆论
热点有热点的威力，对待丑闻政府
部门再坚持死不承认，就可能遭遇
网络监督的持续发酵；于是做出一
个迅速且高调地回应的姿态，总是
好处多多的。这样就可能在网络舆
论的遭遇战中赢得时间，夺回发球
权，争取主动，控制节奏。

冷回应，又意味着政府部门夺
回“ 丑闻”发球权以后，迟迟不想开
球或者干脆不再开球。这也政府部

门面对丑闻复杂心态的写照。一是
寄望对手心生厌倦，自动罢战。突发
事件不发生或者丑闻不曝光固然
好，就是不幸曝光了，也不妨高调地
回应一下之后，以事情复杂正在调
查为由，边拖拉边观望。一个拖字
诀，足以让众多网友心凉半截！二是
等待对手转移目标，另寻目标。回应
接招后，政府迟迟不开球自有不开
球的好处，没准其他什么地方突然
冒出了新的热点，监督的力量、媒体
的注意力就难免要转移了。

冷回应之所以会流行，还是因
为“ 捂盖子”思维从根本上仍然是
僵硬体制的有效抗体。于是调查走
过场、掩饰实质问题、推出“ 临时
工”、干脆让它烂尾等“ 积极回应，

消极查处”必成流行动作。
怎样才能走出“ 热回应冷处理”

怪圈？群众的智慧总是高明的，比如，
受访者给出了完善问责机制、媒体持
续监督、引入第三方调查、建立舆情回
应制度、及时启动司法程序等建议，这
些都不妨一试。但是显然这些办法缺
乏体制的强力支持（ 至少是真心回
应）难以奏效。换言之，眼下，各级党
委政府真心地支持监督还是默许“ 捂
盖子”，才是决定性的力量。媒体和网
民最多就是通过持续监督保持新闻
的热度，但如果政府部门夺回“ 丑
闻”发球权以后坚决不开球，那么网
民、意见领袖们恐怕没有更多更好的
办法，我担心某些“ 丑闻”还真是可
能让“ 热回应冷处理”化解掉了。

关注卖菜不能总做“ 事后诸葛”

“ 热回应”为何总是“ 冷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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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务公开
何须“ 蓄须”？
□吴杭民

3月30日，在众多记者的见证下，
一脸灰白胡子的广东省政协委员孟
浩，剃掉了蓄了近1年3个月的大胡
子。孟委员此举，只为当年“ 蓄须明
志” 不依不饶要求广州市政府公开
穗府“ 39号文”。

（ 据《 人民日报》）
“ 39号文”全称是《 印发城市建

设投融资体制改革方案的通知》，
2008年10月，广州出台了这份被人们
称为“ 39号文”的通知，并被确定为

“ 内部文件免予公开”，由此引发了一
场长达4年的马拉松式追问。让权力在
阳光下运行，让政府和公共部门的一
举一动每时每刻都受到公众的审视和
评判。”广州市市长陈建华说。

孟浩说得好，“ 事件让政府知道
民众对知情权的渴望”！可是，政务
公开又何须“ 蓄须问政”？

可是，在《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经常被“ 空文化”的时下，孟浩“ 蓄
须问政”却非孤例。一个月前，北京
律师董正伟收到了环保部的政府信
息公开告知书，对于他所提出的请求
环保部公开“ 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
查方法和数据信息”的申请，环保部
以“ 国家秘密”为由拒绝公开。

打造透明政府、法治政府，是约
束、钳制公权力的惟一路径，而政务
公开，实在是当今社会发展要务中的
最显著应有之义，除了国家机密、军
事机密和公民私隐外，一切的公权
力，都应毫不例外地接受公民的监督
和制约，所以，政务公开，无疑是考量
政府诚信和是否敬畏民意的重要风
向标。

郭建波裸奔
楼市政策也尴尬
□邓昌发

3月30日晚，此前曾预计房价在
3月迎来下跌拐点的深圳英联不动产
董事长郭建波“ 提前认输”，并在微
博上向“ @平安北京”申请“ 裸奔”。
昨日，“ @平安北京”表示，对郭建波
裸奔的申请没有必要进行回应，并建
议他“ 依法依规行事”。

（ 据《 新京报》）
郭建波与任志强两位房地产界

大佬打赌，输者裸奔，这种颇具娱乐意
味的事足以让爱看热闹的人围观一
番。但这一赌局也让人感觉到了几分
凄凉。毕竟筹码非同一般，而是关系国
计民生的房价。于大老板郭建波本人
而言，不过是裸奔一下，说不定还可借
机提升一下“ 知名度”，而于普罗大众
而言，房价上涨则意味着将更加为住
有所居而揪心，面对这样一个绝对的
坏消息，谁还能兴奋地充当看客呢？

有一个细节或许更加耐人寻味，
早在郭建波与任志强打赌之初，民间
社会几乎就一边倒地等着郭建波裸
奔了，因为很多普通百姓都料定调控
政策很难取得预期效果———在普遍认
定这是一场没有悬念的赌局的面前，
郭建波却依然固执地跳进坑里，如果
说他不是为了自我炒作，那只能让人
怀疑这个地产业专家学术不精了。

面对郭建波的裸奔，决策层者可
别也围观了之。值得提醒的是，郭建
波可以通过裸奔去填补赌局上的失
利，而国民于房价上涨局面中损失的
福祉，又可以从哪一场“ 赌局”上找
回来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