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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坑”未平，一“坑”又至
如果说“涨”是物价的关键词，“坑”则是

2011年消费维权领域的热词。
从日化巨头和“面霸”康师傅“联手涨价”

到食用油巨头提价，在成本不断攀升的今天，
“成本涨价论”并非不可理解。但部分商家利
用垄断地位，不仅以成本上涨为自己调价辩
护，还采用减量不减价式的“悄悄瘦身法”，甚
至“带头领涨”“顶风瘦身”，这样的行径令不
少消费者头疼。

以“成本上涨论”为名，从去年下半年开
始的半年间，康师傅方便面价格的“三级跳”
令不少消费者印象深刻。在国家发改委约谈
后，康师傅暂缓了“4月调价”，转而采用“减量
不减价”的方法变相顶风涨价。媒体报道称，
康师傅方便面部分产品面饼原来 100克的降
至95克，原来95克的降至90克。

如果说涨价、瘦身还有一层“迫不得已而
为之”的无奈，沃尔玛的“猪肉门”和“价签门”
就可谓赤裸裸的欺诈。年初，沃尔玛刚刚因
为虚构原价低价招徕顾客、高价结算、不履行
价格承诺、误导性价格标识等欺诈行为，被国
家发改委处以重罚。10月 9日，重庆工商局
通报沃尔玛多家重庆分店假冒绿色猪肉事件
处理结果，针对沃尔玛在渝企业以普通猪肉
冒充绿色猪肉、以虚假的商品说明欺诈消费
者等违法行为，重庆工商部门依法对涉案门
店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五倍罚款269

万元，并实施15天的停业整顿。
好豆浆，勾兑造。被网友曝出所销售豆

浆由豆浆粉兑制的知名快餐品牌肯德基，称传
统的现磨工艺无法满足全国3000家店对品质
划一及食品安全的要求。而记者根据肯德基
方面提供的供货商名单计算其豆浆粉成本，发
现售价6.5元的豆浆成本可能不足1元。

“坏孩子”为何屡屡得逞？
专家认为，不良企业屡屡得手，消费者权

益不断被忽视，这不仅有消费文化和消费心
态的问题，更是法律威慑力不够、监管部门被
动性强、行业协会作用难以发挥的现状反映。

“行业巨头带头欺诈消费者，因为不少消
费者有一种‘外资就靠得住’‘只买贵的不买
对的’的消费观念。而这种对外资企业和大
品牌的迷信和盲目崇拜，给不法企业带来渔
利的空间，也造成了‘道德风险’。”上海大学
教授顾骏说。

上海泛洋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律师
刘春泉认为，现行法律法规设定的违法成本，
相对企业所得来说往往是九牛一毛，对企业
威慑力不够。

比如，在欧盟，触犯反垄断法规的公司最
高将被处以相当于违规年营业收入10％的罚
款。今年3月，在洗发、护发产品领域占70％
市场份额的宝洁、欧莱雅、汉高等8家化妆品
制造商，在西班牙被发现结盟操纵价格达 20
年，被西班牙政府处罚 5000万欧元；4月，日
化巨头联合利华和宝洁公司因操纵洗衣粉价
格遭受欧盟反垄断机构的罚款处罚。

华东政法大学经济法学院院长吴弘表示，
执法监管陷入媒体报道在先、执法介入在后的
局面，这显示有关部门监管科学化仍在探索中。

复旦大学教授顾晓鸣认为，在多次侵犯
消费者权益的事件中，原本应该起到倡导企
业自律和净化行业作用的行业协会屡屡失
声，行业潜规则存在多年却没有人去“点破”，
与行业协会本身“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的
性质也是分不开的。

“软”、“硬”兼施，净化消费环境
专家建议，要净化消费环境，真正营造保

护消费者权益的环境，需从软件和硬件方面
着手。这里面，不仅需要加强宣传，促使企业
加强诚信建设，引导消费者建立更加健康合

理的消费观，更需要相关部门出台更严格的
行业标准以及执行更严厉的监管，同时提高
法律的威慑力，让不法商家寸步难行。

“企业应认识到合法与诚信是市场的底线，
要正视消费者的感受，通过更合理的调配广告
投入和管理商场促销人员等方法来消化成本，
而不是一味将上涨的成本转嫁到消费者身上。”
上海商业经济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齐晓斋建
议，在用“硬规则”对不诚信的企业进行制约之
外，也需营造一个公平诚信的消费环境。

业内专家表示，监管部门应改变现时的
“被动执法”为“主动介入”，对在市场集中度
较高的部分行业是否涉嫌滥用优势地位随意
涨价进行调查。占据垄断地位的企业如果要
涨价，监管部门可以要求其向公众公布其具
体成本和利润情况，并通过类似于公众听证
会的形式，决定是否可以涨价。

此外，有关专家认为，应加强行政监督和
消费者监督，动员全社会的力量，将不诚信的
企业予以约束。通过刚性手段，使伪诈者付
出应有的成本，受到应有的法律惩罚。刘春
泉建议，借鉴国外的经验，对不诚信企业要提
高处罚力度，增加企业的违法成本，加大法律
的威慑力。

据新华社上海12月3日电

铁腕打击违法行为
在利益错综复杂的资本市场上，每一个

大案的查处背后都有一段艰辛的战斗，尤需
完善的制度保障和执法者的铁腕手段。

近年来，在各部门的合力推进下，我国已
经形成了一整套法律法规体系，将诚实信用
确立为资本市场的一项基本法律原则，设定
了对严重违法失信人员的惩戒制度，同时强
化监管执法权限和手段。

在修订后的证券法中，增加了现场检查
权、财产权登记、通信记录查阅复制权、银行
账户查询权以及对被调查事件当事人的限制
证券交易权，特别是赋予了证监会查封、冻结
的“准司法权”，确立了市场禁入制度，将害群
之马逐出市场。针对资本市场内幕交易、操
纵市场、大股东掏空、“老鼠仓”等行为，刑法
修正案新设立了“背信损害上市公司利益
罪”、“背信运用受托财产罪”、“利用非公开信
息交易罪”等。这些制度对市场违法失信行
为形成了有效震慑。

与此同时，通过证券期货执法体制改革，
证监会成立超过 500 人的稽查总队，又立足
于权力制衡和执法专业要求，成立行政处罚
委员会。今年，又先后引进 3名外部法官担
任行政处罚委员。

在制度不断完善的基础上，近年来，证监
会不断加大证券期货稽查执法工作力度，严
厉打击各种违法违规行为，黄光裕、董正青、
李启红、刘宝春等的内幕交易大案、汪建中市
场操纵大案、科龙电器顾雏军信息披露违法
等大案得到及时刑事制裁，最近又查处了绿
大地、天山纺织内幕交易、佛山照明内幕交
易、佛塑股份内幕交易、“李旭利老鼠仓”等一
系列影响广泛的大案。

惩戒机制初步设立
“一手抓违法惩戒，一手抓诚信建设，双

管齐下方能抑制资本市场违法违规冲动。”证

监会有关部门负责人说。
据介绍，资本市场统一的诚信档案平台

已经建成运行。自 2007 年年底开始建设的
诚信档案信息系统，收录了资本市场各类主
体的违法失信行为信息，包括行政处罚、市场
禁入、监管措施、纪律处分、立案调查、刑事侦
查、民事诉讼等7大类别，涵盖主体既包括上
市公司、中介机构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和从业人员，也包括其他参与市场活动
的各类对象。

目前，该系统共记录违法失信信息 9500
余条。同时，证监会还按照国务院关于部际
信用信息共享的要求，与中国人民银行就征
信信息共享合作形成制度安排，扩大了诚信
信息的内容和范围。

同时，为有效地惩戒违法失信行为，证监
会围绕诚信档案的使用，初步探索建立起一
套失信惩戒机制：把诚信档案中的不良记录
与市场准入对接，发挥诚信记录的约束作
用。把诚信档案中的不良记录与监管机构日
常监管对接，对于存在不良记录的情形，有针
对性地提出具体监管要求。把诚信档案中的
不良记录与特定专业资格对接。如在组建股
票发行审核委员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
委员会等专家评审机构时，对专家委员的诚
信记录有较高的要求等。

引导市场诚实守信
证监会有关部门负责人表示，今后，证监

会将加大证券期货违法违规行为的惩处力
度，重点是防控和打击内幕交易，对内幕交易
等严重违法行为“零容忍”，严惩操纵市场、欺
诈上市、利益输送、虚假披露等违法违规行
为。

据介绍，“十二五”时期，证监会将继续把
资本市场诚信建设作为一项基础性工作来
抓，努力形成诚信制度健全、诚信记录全面、
失信惩戒有力、信用服务配套的资本市场诚
信体系。

在现有基础上，证监会将对诚信档案数
据库系统进行升级，增加行政许可、业务资格
等基本信息，其他部门、机构进行处理的负面
信息，舆论媒体的社会评价信息，信访、投诉
信息等。在信息浏览、查询等基本功能基础
上，增加信息的自动生成、统计分析、请求处
理等多种智能化功能，并推进与其他部门和
行业的诚信信息共享。

“证监会将制定专门的诚信监管办法，进
一步创新和探索实现有效的诚信监督、管理
与约束的措施、办法和机制。”证监会有关部
门负责人说。他表示，将进一步明确和细化
市场准入的诚信条件规定，健全日常监管中
对失信主体予以审慎关注的监管程序规定，
推出市场主体诚信信息公开查询制度，并在
行政许可、日常监管、业务创新等领域推出诚
实守信的正面激励措施，引导市场主体遵规
守法、诚实守信。

据新华社北京12月4日电

2011，消费者为何屡屡被“坑”？
新华社记者 周蕊 陈爱平

从日化巨头“联手涨价”到沃尔玛的“假冒绿色猪肉”，从肯德基的“勾兑豆浆”
到达·芬奇的“保税区一日游”……2011年里，消费者的权益屡被侵犯，我们不禁要
问：如何让消费者不被“坑”？

证监部门对违法行为“零容忍”
资本大鳄纷纷落网

黄光裕、汪建中、何学葵、顾
雏军……这些曾在资本市场叱
咤风云的人物近年来都败在执
法者的铁锤下，一串串带有财富
光环的名字打上了犯罪的烙印。

继黄光裕去年获刑14年、被
罚6亿元之后，“股市黑嘴”汪建
中于今年8月份被判有期徒刑7
年，罚款1.25亿元。以欺诈发行
罪受审的绿大地原董事长何学
葵则在日前接到判决书，被判有
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这些违
法者受到惩处与证券执法者的
铁腕行动是分不开的。

近日在安徽亳州终审宣判的特大制
售假药案，有39名被告人被判刑，查获
假抗菌消炎药、流感疫苗、人用狂犬疫
苗、中成药等 36 种 17 万余盒、针剂
26890多支。这是安徽省公安机关近年

来破获的生产、销售假药案件中捣毁窝
点最多、查获假药数量最大、品种最多
的一起案件。

虽然特大制售假药网络基本被摧毁，
但案件暴露出的一些问题触目惊心，打击

制贩假药依然亟待堵漏，比如一些线索未
能得到彻查，大量假药包装渠道来源不
明，物流业的不规范行为有待完善，制售
假药入罪量刑较轻等问题。

新华社发

摇身一变 “生产线”

12月2日，为迎接壬辰龙年的到来，一场
以生肖龙为主题的琉璃作品展亮相上海徐家汇
街头，40件琉璃作品以缤纷的创意和独特的构
思，诠释了中国传统文化中龙的形象。

新华社发

被评为“甘肃名小吃”的甘肃永登县特色
食品“丁娃烧饼”，选用河西走廊纯天然菜籽油
和无污染小麦粉，采用传统工艺纯手工制作，
有30多个品种，在兰州地区颇受欢迎。截至
11月底，今年丁娃烧饼的销售额已经达到500
多万元，小小的“土”烧饼开拓出大市场，开始
向品牌化经营发展。

新华社发

半年涨幅超30%

钻石今年也疯狂
银行纷纷推出交易平台

理财市场太热闹了，就连奢侈品都不甘寂
寞，跻身成为银行理财产品。

今年上半年以来，国际钻石报价连续 8次
上调，累计涨幅达30%。钻石价格的迅猛增长，
不仅激发了投资者的投资热情，就连银行也
hold不住了，它们针对高端客户的钻石收藏投
资需求，纷纷推出钻石交易平台，试图在火爆的
钻石市场赚得一杯羹。

钻石报价8次上调
“去年售价5万多元的钻戒，今年已经涨到

7万多元。即便这样，也不乏购买者。在黄金
价格下跌的形势下，钻石价格仍然上涨。”北京
一家珠宝专卖店的销售人员说。

业内人士告诉记者，钻石价格的涨势原来
一直比较稳健、从容，近 50年来，每年以 16%的
速度增长，波幅极小。在 2009 年金融危机之
时，其他投资市场波动多超过50%，但钻石价格
的波幅极小，仅10%，3克拉钻石的波幅更在5%
以内。不过，今年以来，黄金价格涨势惊人，而
钻石价格的涨势与黄金相比，似乎略胜一筹。
年初迄今，黄金的涨幅不到25%，而国际钻石价
格涨幅却已经超过 30%，报价连续 8 次上调。
如此高密度的提价和三成的涨幅，创造了钻石
市场的10年历史之最。

银行涉足钻石投资
目前，中国已经成为位列美国之后的全球

第二大钻石消费国。在钻石价格一路走高的形
势下，各大银行为了抓住其高净值客户，纷纷推
出钻石金融业务。

10 月 24 日，中国工商银行与全球最大的
钻石集团比利时安特卫普世界钻石中心开启
了双方在钻石金融领域的相关合作。今年上
半年，招行私人银行就针对私人客户，推出了
裸钻投资平台，成为国内首家开设钻石投资
平台的银行。投资者不仅可以在该平台搜索
购买相应克拉级的裸钻，还可以通过平台，将
自己购买的钻石上传，在网络上使钻石变现
流通。

在许多机构和公司都瞄准钻石的火热行情
的同时，银行也开始涉足钻石金融领域。

那么，银行投资钻石有哪些优势呢？普
益财富研究员叶林峰表示，银行的钻石平台
相比其他机构，在信誉方面有突出优势，投资
者不用担心在银行交易平台上遭遇假冒品的
情况。而且交易平台上交易价格更加透明公
开，比起去销售公司一对一的报价来说，也更
具备优势。

变现风险应当警惕
今年以来，钻石市场进入价格上升通道，尤

其是在楼市低迷、股市不振的背景下，钻石已成
为继黄金、房产之后的又一热门投资品种，很多
高端客户都看好钻石的未来增值前景。然而，
在高收益的光环背后，钻石投资却存在着变现
难的问题。

记者采访发现，钻石变现，目前只有通过
拍卖行、典当行进行。对于拍卖行来说，由于
其通常对一定重量以上、品质较好的拍品感
兴趣，再加上需要交纳不菲的手续费等费用，
因此，较为普通的钻石很难通过拍卖的方式
变现。

专家提醒投资者，钻石属于高端且边缘的
投资领域，投资必须谨慎。上海钻交所副总裁
袁文瑶在微博上指出，钻石变现渠道狭窄，价格
有可能随经济形势变化而产生波动，所以不建
议普通市民购买钻石投资。

普益财富研究员叶林峰指出，投资者首
先需要明确的是，钻石投资是刚刚兴起的一
种面向私人银行客户的投资理财服务，这种
服务并不适合一般或者说绝大多数的投资
者。目前银行钻石投资平台刚刚起步，未来
可能还要面临各种各样的问题和风险，市场
配套法律法规的健全和完善也是投资者需要
考量的。

据人民网

远离股市
何止“穷人”

“穷人”就别掺和股市了，这是新任证监会
主席郭树清前日的告诫。他的原话是“低收入
人群和以退休金为主的人群不太适宜参与其
中”。听闻此言，荷包瘪的人和阿伯大妈们或要
跳将起来：歧视，瞧不起穷人！

且慢发火。我要说，郭主席此话没错，其所
言可谓当下股市的实情。作为股市新任“大当
家”，没有屁股指挥脑袋，扯嗓子吆喝：好买卖，
快来发财！忽悠大家懵懂投股海，实在是殷心
可鉴。

说白了，低收入者“股市不宜”，是因为股市
有风险，股海太险恶。穷人家指望那点存款供
孩子上学，防灾养老呢，赔了，就天塌啦。实话
实说，郭主席厚道着咧。

买股票有风险，全世界皆然。但股市说
到底是市场，市场的特征就是开放。走遍全
球，也不会看到“穷人莫入”的告示挡于股市
大门口。譬如投资大师彼得·林奇，早年家
贫，最初买股票的钱就是当球童挣的。像美
国那样成熟的股市，普通民众的参与度远高
过我们，有些收入不高的工薪阶层，靠着多年
不懈地投入，退休后就会获得一笔可观的投
资回报。

何以中国股市就排斥穷人呢？说白了，
中国股市不是个“投资市”，而是“圈钱市”。
掌权的，有门道的，有能耐的，大家齐伸长手
臂，都想来捞大鱼。这些年来，政府、企业、券
商、高管等从股市抽走的资金至少 4 万亿以
上，但投资者获得的分红仅 1 万亿多点。因
此，从大概率讲，真金白银投入股市的，只有
亏的份。更可怕的是，股市“重融资，轻回报”
的定位和理念。股票低迷，股票发不出去有
人急，但投资人得不到任何回报，却是“风险
自担”。一方面投资者亏损累累，另一方面则
是“融资饥渴症”下几近疯狂的圈钱抽血，投
资、圈钱阴阳两重天。

眼下股市总是不断高台跳水，江河日下，认
清了股市的鬼脸，何止“穷人”，即便是中高收入
和富人，也纷纷“割肉”离场。长此以往，谁来支
撑股市呢？

新主席上任，人们期望，股市不仅要让机
构大户有收获，更希望股市回归投资本位，
任何人，只要是真正的投资者都能在此各得
其所。

杨城 阅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