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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电下乡：过山车式起伏背后的警示
核心提示

在经过了半年多的热销后，随着8、9月份
销售额的连续下降，家电下乡工作开始显露疲
态。与政府的初衷相比，与百姓的期望相比，与
下乡4年的期限相比，仅仅半年的热潮显然有些
短暂。一波高潮的过去，是否就意味着这项利
国惠民的活动从此步入低谷？热得快凉得也
快，这种过山车式的跌宕起伏说明了什么？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的冰箱和空调

今年 2月，我国家电下乡活动开始全面启
动。从甘肃近 8个月的销售情况看，家电下乡
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农村消费的增长，对拉动内
需起到了促进作用。甘肃省商务厅提供的数
据显示，截止10月18日，甘肃累计销售家电下
乡产品 22 万台（部），实现销售金额 3.1 亿元。
为确保家电下乡活动的实施，甘肃审批了1400
多个销售网点，这些网点遍布全省14个市州的
86个县市区，覆盖了市区、县城、中心集镇和部
分偏远乡镇，家电下乡产品的销售网络渠道已
经建立，甘肃农民基本上可在当地销售网点购
买到规定的9类家电产品。

记者从甘肃陇东和河西走廊采访时了解
到，甘肃多数市县的家电下乡销售额从 8月份
开始出现下降，9 月份继续下降。下降的主要
原因是占销售总额 60%以上的冰箱、冰柜出现
了下滑态势。商务部近日公布的数据显示，今
年 1~9 月，全国共销售各类家电下乡产品
2083.1 万件，销售额达 388.2 亿元。商务部的
数据还显示，第三季度国内家电下乡销售则出
现了明显的回落，这是自7月份以来，全国家电
下乡单月销售的第二次下滑。

分析指出，家电下乡单月销售的下滑与冰

箱以及空调产品销量的大幅下滑有关。冰箱
的销售额从 7 月的 47.3 亿元下滑至 9 月份的
25.2 亿元，9 月份空调销售环比也下滑 42%左
右。

记者采访时，商务部门的一些人士分析认
为，家电下乡出现下降趋势，是因为销售占比
最大的冰箱、空调的销售旺季已经过去，直接
导致 8、9月份销售额的连续下降。很显然，今
年以来，冰箱、空调 2 类产品是家电下乡的支
柱，这从另一方面也说明冰箱、空调在撑起半
壁江山的同时也拖了家电下乡的后腿。而由
于冰箱、空调是耐用消费品，更新换代有一定
的年限，不可能年年更新，因而挤占了今年的
市场就等于提前透支了明年的空间，所以这种
产品结构上的“2：7”显示出家电下乡活动的脆
弱性。

实际上，记者在甘肃农村采访时发现，冰
箱、空调销售下降只是家电下乡产品销售滑坡
的诱因，真正的原因是家电下乡活动一开始就
对区域市场调研不够，了解不多，产品缺乏针
对性。在农村市场，国家推出的 9类下乡产品
中，有的产品市场空间很小，甚至没有空间，有
的产品市场本来就趋向饱和，有的产品经过这
8 个月的销售已经没有了市场空间，难以激起
农民新的消费热情。所以“一刀切”式的家电
下乡在经过最初的热闹后难免降温。

鉴于家电下乡活动要进行 4年之久，不断
进行产品的推陈出新，不断拓展新的市场空
间，就成为这项利国利民政策能否产生长效作

用的关键。

9类产品：谁会受欢迎，谁会被遗弃？

今年 4月底，国家将家电下乡产品品种由
原来的 4 类扩大至 9 类，即电视机、洗衣机、冰
箱（冰柜）、手机、空调、电脑、热水器、微波炉、
电磁炉。彩电限价由原来的 2000 元调整至

3500 元，限购数量放宽至每户限购 2 台（部），
并进一步简化补贴审核兑付程序。

记者近日在甘肃采访了解到，国家推出的
9大类产品，一些产品在农村市场缺乏针对性，
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家电下乡的有效性。

国家统计局甘肃调查总队对甘肃 30个重
点县的1800户农户的一次专题调查表明，2008
年，甘肃全省百户农村居民家庭拥有彩电
99.89台、手机70.56部、洗衣机51.22台；拥有摩
托车 51.28 辆、电冰箱 10.94 部，电脑和照相机
分别为2台和2.5架。

从这个调查可以看出，在甘肃农村，家庭
彩电的百户拥有量已处于饱和期，市场空间较
小，一些地方几乎没有空间；手机有 30%的市
场空间，洗衣机有 50%的空间；电冰箱受传统
消费和生活习惯影响，目前尚处在成长期，有
90%的市场空间；而电脑、照相机等相对奢侈的
消费品还处在起步阶段，未能进入主流消费品
行列，许多农民目前考虑较少。

近 8 个月的销售状况也恰好反映出这一
点：饱和的产品销售差，空间大的产品销售
好。按照销售状况排序为，冰箱冰柜居首位，
依次为手机、洗衣机、彩电。

对空调、电脑、热水器、微波炉、电磁炉这5
类产品，记者在和经销商、农民交流时了解到，
在农村，其中的3类产品市场空间有限。

张掖市的家电销售商李奇告诉记者，甘肃
农村购买空调的农户很少，除了夏天凉爽冬天
有取暖设施外，仅电费就无法承受，北方农村
几乎都存在这种现象。李奇说，使用热水器至
少要有自来水设施，而西北农村普遍干旱少
雨，许多村庄靠雨水集流解决人畜饮水，安全
饮水尚有困难，通自来水的比例就更低，热水
器就无法使用。

记者在和农民交谈中了解到，农民看中的
仍然是家电使用的成本问题。庆阳农民郑风

说，除了实用，是否耗电仍然是农民选择家电
的首要标准。记者了解到，近年甘肃农村清洁
能源建设成效显著，目前全省已经建成户用沼
气池 45万余户，140多万农村人口受益。因此
甘肃农村做饭有的在使用沼气，有的在使用煤
炭，电磁炉由于功率太大，耗电严重，加之功能
单一，农民基本不用。

从甘肃农村的这些现实情况看，在国家后
来新增的 5类产品中，目前只有电脑和微波炉
尚有潜在空间和购买欲望。微波炉由于功能
众多比较实用而受欢迎，电脑由于富裕起来的
农民重视子女教育，加上目前农村信息化不断
发展，农民对信息的需求越来越强烈，不仅在
网上获取信息，而且在网上销售产品，所以对
电脑的需求会日益加大。因此，加上冰箱、洗
衣机，有 4 类产品比较适合甘肃农村市场实
际。

从记者的调查情况和近 8 个月的销售情
况看，家电下乡先期推出的彩电、手机、洗衣
机、电冰箱4类产品，除了电冰箱销售状况较好
外，其余三种均不理想。一个重要的原因是，
这三类产品在甘肃农村基本处于饱和状态；后
面追加的5类产品由于贫困地区农村客观条件
的制约，针对性较差，也有 3／5的种类市场空
间较小。

家电下乡要注重“怎样下”“下什么”

据报道，由商务部等家电下乡联席会议成
员单位组成的家电下乡政策实施情况督查行
动已于近日正式启动。业内人士认为，这说明
家电下乡业绩连续下滑的问题已经引起高层
的关注。

记者调查发现，部分家电下乡产品不叫
座，主要原因在于产品缺少针对性，对农民的
消费心理和消费能力了解不够，以及甘肃农民
的传统生活习惯还比较落后等等，这些都对家
电下乡造成不利影响。

鉴于国家家电下乡工作要进行 4年之久，
为确保这项利国利民的德政工程能够持续产
生拉动内需的作用，避免虎头蛇尾现象，记者
采访中，基层商务部门和家电销售厂商建议，
家电下乡也要与时俱进，应该从以下几方面逐
步改进。

一是建立定期市场调研制度，分阶段调整
下乡产品种类，增强针对性。随着家电下乡工
作时间的逐步延长，一些产品市场将逐步饱
和，势必影响家电下乡工作的实际效果，这就
需要主管部门建立定期的市场调研制度，通过
市场调研，制订完善家电下乡工作的接续政
策，随时调整工作方向和产品种类，使家电下
乡工作永葆生命力。如果4年一贯制地只销售
目前的9类产品，路子势必越走越窄。

二是不断提升产品档次，逐步培育高端客
户。记者在甘肃农民人均收入比较高的河西
走廊采访时，农民反映，目前的下乡产品最高

限价太低，像彩电的限价为 3500元，目前在平
板液晶电视普及的情况下，3500元不会有什么
好彩电，一些农民认为是把淘汰的城镇市场难
以销售的低端产品低价倾销到了农村，甚至产
生抵触情绪。一些农民反映，希望能把彩电最
高限价提高到至少可以购买 40吋液晶电视的
水平，他们同时也希望农用车、摩托车、家用
车、照相机等能列入下乡产品目录中，逐渐推
出一些高档产品，在农村逐步培育高端客户，
改变我国农民的消费观念、消费心理与消费习
惯。

三是择机取消下乡家电产品最高限价。
采访中，一些富裕起来的农民呼吁在扩大下乡
家电品种的同时，适时取消下乡家电最高限
价，以在农村培育更大的市场空间。在记者采
访过程中，不少农村消费者纷纷表达了对大中
尺寸平板电视的需求，他们希望目前市面上主
流的 37英寸以上的平板电视能通过家电下乡
途径进入农村市场。因此，37英寸及以上部分
彩电有可能会成为农村家电的主角。

四是适时推出家电下乡消费信贷制度。
由于农民的经济收入大部分来自农产品销售
收入，而甘肃农产品的销售又有很强的季节
性，多集中在秋冬季，这势必带来农民收入的
季节性。这样就会出现这样一种现象：有消费
需求的时候，没有资金；有资金的时候，缺乏消
费需求，无形中限制了农民的消费欲望。因此
采访中许多农民建议，对家电下乡大件产品，
如汽车、摩托车、电脑等，能否借鉴城市消费信
贷一样，在充分进行信用评估的基础上，也允
许农民分期付款。 据新华社

侯耀华们的道德
代价在哪里

“ 代言的十条广告都违法，且这十条违法广告几
乎涵盖了所有名人代言广告的违法形式”，这是中国广
告协会对代言人侯耀华的点评(11 月 2 日《北京青年
报》)。

——代言十条广告条条违法，且花式各不相同，
这怎么可能呢？但这又实实在在是冰冷的现实。

不过，搞出了违法代言纪录的侯耀华同志倒是一
副见惯了大世面的面孔，很是沉重冷静。他先是对记
者说“这些广告我都没什么印象”，然后又摆出一副无
辜状博同情：“难道给药品做代言，就一定要吃这个药
吗？”能说出这么几句话，说明侯耀华同志根本没把这
十条违法广告当回事，仿佛这是相声舞台上的一次忽
悠，节目结束，大家笑完就完事了。

名人代言的法律责任至今没有明确。虽说今年6
月颁布施行的《食品安全法》规定了名人代言问题食品
的连带责任，但在其他领域，名人代言责任仍然是一片
空白。法律有空子钻当然是名人不把违法代言当回事
的主因之一，但更大原因，恐怕是整个社会并未给名人
问题代言形成足够的道德压力。

从本质上来说，法律只是规范社会秩序的一种底
线手段，在法律手段之外，社会秩序还有其他的规范动
力，比如说道德。道德是有力量的，尤其是一个名人，
在社会公德足以形成强大约束力的环境中，珍惜名誉
是他首先要考虑的事情，否则的话，他就肯定混不下
去。因为他一旦做了违法的事，即便法律制裁不太重，
他也将面临沉重的社会公德制裁——他演的电影、表
演的节目会到处遭人抵制；他代言的产品将不再有人
购买；甚至，他还会被演戏协会之类的组织剥夺会员资
格，从此失去谋生的舞台，甚至会变得穷困潦倒。如此
巨大的风险，逼着这些名人们在做代言人时要仔细搞
清楚这些产品的质量是否过关。如果没有勇气吃这种
药或用这种化妆品，那唯一的办法，就是放弃代言。

但在我们这里，却似乎把所有约束名人的希望放
在完善法律上，这显然不是一种正常的社会状态。我
想，应该有那么一天，我们会有很多的民间组织来发布

“最无良艺人”之类的榜单，帮助消费者认清这些无良
名人的真面目；很多产品也可以贴上由权威民间组织
授予的“社会责任感和诚信度”星级标志；至于那些管
理名人的各类协会，更应该在相关领域内封杀丑闻缠
身的名人。我还在想，一旦某个名人在出了事之后还
敢跟大家说一些不咸不淡的话，丝毫没有道歉和悔过
的诚意，那么，这个社会应该自觉形成抵制这位问题名
人的氛围，并付诸行动。当一个社会，人所共知的公德
能够对名人形成强大的约束力，认认真真演戏、规规矩
矩做人，就将是名人们的一种本能。换句话说，“难道
给药品代言就一定要吃药吗”之类的混账话，他们是断
然不敢说出口的。 令 云

有多少减薪
假借金融危机之名

广州市社情民意中心发布的调查显示，减薪裁员是
金融危机最突出的影响。除了中小企业首当其冲外，有
高达四成的国有或国有控股企业已经减薪或计划减薪，
减薪比例位居第一。相比之下，党政机关最稳定，减薪、
裁员单位不到一成。记者发现，在金融危机下，“勤奋员
工”不再受老板喜爱，因为强制放假及限制加班已成减薪
最常用模式。(11月3日《广州日报》)

减薪、裁员是金融危机最突出的影响。但是，当国
有或国有控股企业的减薪比例位居各类企业第一时，还
是让很多人感到了意外。不可否认，金融危机不论是对
我国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影响都相当大。如今年
1－4月份，央企的营业收入下降9.2%，利润下降36%；同
期地方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营业收入下降8.4%，利润下
降了58.1%。而且，还有相当数量的民营等中小企业倒
闭。工信部部长李毅中曾在3月透露，至去年底，我国中
小企业破产者占总数的7.5%。

尽管金融危机对我国实体经济带来一定影响，一些
深受金融危机困扰的企业减薪也属正常现象。但是，有
没有一些企业借“金融危机”之名而故意减薪、裁员呢？
有这种感受的人好像并非我一个。早有一些网民表示，
有些老板其实早就想减薪了，只是一直找不到一个合适
的借口。有了“金融危机”这个借口之后，一些老板降薪
便有了一个很好的理由。而且，以“金融危机”为挡箭牌
的还不止于减薪一项，裁员、违约等等，很多企业降低成
本的举措都可以打着“金融危机”的旗号。

其实，金融危机对企业的影响，最大的并不是国有
企业，而是中小企业。在中小企业中，又以外向型出口企
业受影响最大。因此，如果减薪，最多的应该是中小企
业，特别是外向型出口企业。

但是，现在的调查却表明，高达四成的国有或国有
控股企业已经减薪或计划减薪，并位列各类企业之首，这
不能不让人怀疑，这些已经减薪或计划减薪的国有企业，
是不是有借“金融危机”之名而故意减薪。因为我们知
道，很多国企实际上都是垄断企业，相比较而言，这些垄
断企业受金融危机影响非但不是很大，反而借机成为最
赚钱的企业。前两天的新闻说，2009年中国最赚钱公司
是工商银行、建设银行、中国石油等十家公司，这些公司
要不就是国企，要不就是国家持股。而且，国企在国家刺
激经济的投资中获益最多。如果连国企都借口“金融危
机”减薪，那民营的中小企业借口“金融危机”减薪、裁员
就更无可厚非了。

在金融危机面前，禁止企业减薪、裁员不现实。但
是，如果借“金融危机”之名，故意减薪、裁员，不但涉嫌违
法，而且更是企业缺乏社会责任感的表现。渡过金融危
机的“寒冬”，需要全社会的同舟共济，对于企业特别是国
企打着“金融危机”旗号减薪、裁员，应有相应举措予以制
止。 胜 仁

中年不读书才是危机
网上转载昨日《南京日报》文章

《多位名主持遭遇“中年危机”》，称
朱军、李咏、鲁豫等主持人“陷入瓶
颈”。文章说，许多观众都表示，看这
几位主持人的节目，雷同感太强，缺
乏新意。把嘉宾的话配上钢琴伴奏
就是《艺术人生》，加点VCR和画外
音就是《鲁豫有约》，而撒上点油盐酱
醋再配上一个话痨主持人，就成了

《咏乐汇》……
“中年”怎么会是“危机”？只有

在一种情况下，“中年”会成为“危
机”，那就是：知识储备不足，认识能
力停滞——与其说是“中年危机”，不
如说是“知识危机”。

以《艺术人生》为例。这个节目
初创时，还可以看看。一些受邀嘉宾
从艺经历很丰富，有一定的传奇性，
主持人还可借以藏拙。但藏是藏不

久的，时间一长，问题就凸显出来
了。朱军主持节目有个特点，或者说
是习惯：嘉宾说完后，他总要抒发一
番，将嘉宾的谈话内容“升华”一番。
但是，他的见解实在太平庸。

最近的一个例子，是主持《艺术
人生》特别节目“谁塑造了中国人的
心灵”。节目邀请了作家张贤亮、画
家范曾等人做演讲，这几位嘉宾都上
了年纪，经历过坎坷。他们演讲以
后，朱军习惯性地发挥道：“苦难，是
一笔财富……”张贤亮、范曾这一代
人经历过一个个“运动”，人整人，人
踩人，施害者自不必说，即使对受害
者来说，也是对身心的污染和残害；
如果说这样的苦难是“财富”，那么

“开胸验肺”是农民工张海超的财富
了？因遭遇“钓鱼式执法”而剁指自
证清白，难道是孙中界的“财富”？朱

军可能认为自己是将嘉宾的演讲升
华了，自己站得比张贤亮、范曾还
高。殊不知，美化苦难，是中国特色
的犬儒主义，其逻辑结果，只能是消
泯个人尊严与个人价值。

拿谬误当真理，不动脑筋，人云亦
云，最大的原因，是不读书，或者说没
有读该读的书，意识陈腐，感觉迟钝，
只能一再重复诸如此类的陈词滥调。

同样是中年，崔永元、白岩松、柴
静等主持人就没有给人停滞、浅薄而
又自得的印象；相反，随着年龄的增
长，更平和、更内敛含蓄。看得出来，
他们是在不断地充电，不断提升自
己、超越自己。

全民阅读，名主持更需要阅读。
一个国家台的主持人，观众数亿，责
任无限，理当“苟日新，日日新，又日
新”。 戎 强

跑为上策
新闻背景：广州市城管局局长李廷贵做客《沟通无界

限 行风大家谈》节目时语出惊人：在制止不了违法现场
时，城管人员要学会“跑”。记者了解到，这项“管城经”已
成为城管队员培训内容之一，“跑”是为避免与流动摊贩
发生正面冲突，其目的为“亲民城
管”。(11月3日人民网)

常在街头看到城管们把小贩
赶得四处飞跑，犹如老鼠见了猫一
样。这回轮到城管队员跑了，如今
有城管首长发出训令：“在对流动摊
贩执法时，遇到对方人数较多，违法
场面难以控制”时，城管人员应“先
行离开”。

据说此策是为了避免“暴力抗
法”，这应该算是一种进步吧。但我
不知道，城管人员跑开之后是不是
喊来一帮兄弟，从而以优势兵力压
倒流动摊贩，让他们知难而退。假
如小贩们此时也先行撤退，也叫来
一帮兄弟，或者群众看不过眼鼎力
相助又该怎么办？

更大的疑问是，为什么会弄到
暴力执法和暴力抗法的地步。小贩
在街头卖点东西，靠劳动谋取一点
生计，又何必为难他们呢？不是说

生存权是最大的人权吗？小贩如果不是被逼急了是不会
“暴力抗法”的。看来，真正的上策还是反思一下我们的
城市管理是不是真正人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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