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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交锋

2 月 28 日，韩国文化体育观光部宣布

将向韩国全国 7254 所小学、初中和高中加

派 4485 名国乐等领域的教师，通过文化艺

术课程强化学生的创意及品行教育。

此次艺术教师支援计划所涉及的学

校占韩国小学、初中、高中总数（约 1.16 万）

的 63%，受益学生数将达到 210 万名至 220

万名。新增教师除了参与所分配学校的

基本课程教学外，还将通过创意性体验等

教学活动以及周末兴趣小组活动等，丰富

学校的教学内容。此次新增的教师队伍

中，包含了国乐、戏剧、舞蹈、漫画/动画、工

艺、设计、摄影等专业的人才。

据悉，2000 年，为了加强韩国中小学

校的国乐教学，韩国文化体育观光部特

派 750 名 国 乐 教 师 进 入 533 所 学 校 进 行

相关教学活动，直到今年，这一名为“学

校艺术教师支援工作”的项目已经持续

了 13 年 。 2002 年 、2004 年 、2005 年 和

2010 年，韩国政府根据当时文化艺术领

域的需求，陆续增加了戏剧、电影、舞蹈、

漫画、设计、摄影等专业的教师。2008 年

10 月，韩国文化体育观光部与韩国教育

科学技术部签订“实务协约”，促使这项

工作的规模迅速扩大，当年便有 2243 名

文化艺术教师被派遣至 3689 所学校，从

事相关教学活动。

（本报记者 宋佳烜 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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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时间 3 月 5 日，委内瑞拉副总统马杜罗宣布，该

国总统查韦斯因癌症晚期医治无效，于当日 16 时 25 分去

世，享年 58 岁。

1954 年 7 月 28 日，查韦斯出生于委内瑞拉巴里纳斯

州一个贫困家庭。1998 年，查韦斯首次当选委内瑞拉总

统，此后，除了 2002 年部分军官通过军事政变并建立新

政府的短短 3 天外，查韦斯担当委内瑞拉总统长达 14

年。执政期间，查韦斯向贫困阶层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医

疗、教育、住房和基本食品服务，并因此被冠以“穷人救

星”“慈善家”等称号。查韦斯任内的委内瑞拉与以美国

为首的西方世界关系持续紧张。2006 年，他在联合国大

会发言中 8 次以“魔鬼”指责美国时任总统小布什，并高

呼“美国佬，滚出去”。

查韦斯有着浓重的中国情结，曾经多次访华。他曾

说：“感谢上帝，世界上有了中国。”他推崇毛泽东思想，曾

表示：“我是伟大舵手毛泽东的崇拜者和追随者。”

查韦斯去世后，委内瑞拉民众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

中，很多民众当街痛哭。巴西国会默哀一分钟表示哀悼。

（焦 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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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大代表、娃哈哈集团董事长宗庆后：

大家对食品安全问题反应过度了。现在舆论好像有种倾向，凡是有食品添加剂的都不好。这是一个认识误区，

也是反应过度的表现之一。重建信心，最根本的还是让违法者付出沉重代价，而不是让买奶粉的人付出代价。

作家郑渊洁：

卖坏奶粉的不坐牢，买好奶粉的坐牢，童话都不敢这么写。

创新工场CEO李开复：

香港奶粉事件的谬论和回应：1.“应批评内地而非香港”：批评为何要二选一？毒奶粉、过高关税、荒谬徒刑我们

都应批评；2.“挑拨香港内地人感情”：批评的是法律不是人，请勿乱扣帽子；3.“香港人买不到奶粉，所以法律合理”：

请勿偷换概念：保护、限制两罐，甚至罚款都可以理解，离谱的是两年徒刑！

全国政协委员、香港特区立法会委员霍震霆：

香港限购奶粉，本来不是一件很大的事情，一时挑起这么多纷争，说明香港、内地在文化背景方面还要加强交

流。一方面，香港的发展离不开国家的支持。另一方面，现在两地旅游、购物都很方便，是好事。两地也应该通过这

些交流加强了解，在香港年轻人对国家的认同上多做一些工作，这对国家的长远发展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香港网友廖伟棠：

香港出台法令，主要针对“水客”和囤积居奇的奸商。法令出台一个星期后，我们已经可以陆续地买到我需要的

奶粉，而不是此前一个月找遍我居住的地区都买不到一罐奶粉（我和我妈妈每天都去店里查问）。现在可以带两罐

奶粉出境，是只满足基本需求，杜绝图利。

内地女演员姚晨：

婴儿当然母乳喂养最好。问题在于，按世界卫生组织的建议，母乳喂养两年后，孩子还是要喝奶粉，那时又该怎

么办？不光孩子，病人、老人都需要奶粉的营养补充，限购带来了大家对国内奶制品质量的又一次讨论。

SOHO中国董事长潘石屹：

内地孩子们挨饿时，香港同胞送一批奶粉过来都是应该的，居然出台这样的法律，把带奶粉的人处以两年徒

刑。建议立法会重新考虑，修改此恶法。

微博网友扎罗：

香港“限奶令”让我想到20多年前武林广场一把火烧了温州皮鞋。不知道内地奶商有没有温州商人知耻而后勇的精神。

微博网友益民食品：

深圳家长表示毫无压力。一个周末两个人去两次香港就能带回 8 罐奶粉，宝宝的“口粮”根本不用担心，而且还

能帮内地亲戚朋友代购，把港版奶粉当礼物送，说不定会是今年最流行的创意。

网友：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孩子在怀里，奶粉在对岸。

一直以来，作为自由贸易港的香港就是内地消

费者代购的首选地。三鹿奶粉事件发生之后，内地

顾客对港产奶粉及外国奶粉的需求突然增大，价格

相对内地较低的香港奶粉日渐成为紧俏货。数据

显示，香港每月进口约 400 万罐奶粉，本地婴儿每月

消耗 60 万罐至 70 万罐。

此前，深圳、广州等地的居民便有赴港为孩子

买奶粉的习惯，有时也会帮亲戚朋友捎点儿。随着

网上代购潮的兴起，一些地理位置不太便捷的内地

居民开始通过网络代购奶粉，其中很大一部分人选

择从香港购买。比起欧美国家，从香港购买的邮费

更加便宜，运输时间也相对较短。这个消费群体主

要集中在内地的一线城市，包括二、三线城市中有

一定消费实力的家庭。

不过，此次香港“限奶令”的直接导火索却是

“水客”。所谓“水客”，是指利用边境两地物品价格

及贸易管制差异的群体，他们以赚取“带工费”为目

的，逃避海关监管，“少量多次”地携带受国家管制

或应税货物、物品入境。这些“水客”之中，有内地

人也有香港本地人。3 月 1 日香港“限奶令”施行以

来，仍有近 90 人被查出违例携带奶粉离港，其中

60%为香港本地人。据深圳海关负责人介绍，2012

年，深圳口岸的“水客”人数超过 2 万人。

压垮信任的稻草：
失败的危机管理

产 品 本 身 的 质 量 问 题 毋 庸 多

言。很多时候，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

稻草往往是失败的危机管理。令人

痛心的是，遭媒体曝光后，推卸责任

居然成为绝大多数国内乳制品企业

的首选招数。

回首过去的 5 年，一起又一起食

品安全事故不断挑战国人心理承受

能力的底线，人们却总是得不到第

一时间的回应，即便得到回应，问题

也被推到“ 养牛人”的身上，正是这

样“踢皮球”的态度激起了人们的反

感情绪。

“危机公关的核心是行为修复，

是要用成功的措施去改正错误。”华

中科技大学从事企业危机公关研究

的戴鑫副教授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

说，“中国的奶粉乃至整个食品行业

在质量问题曝光后，并没有从根本上

去解决问题，在应对媒体和大众质疑

时也只是主观强调自己的产品没有

质量问题，导致消费者对内地乳业的

信心丧失殆尽。”

美国食品制造商奥德瓦拉用一

个月时间“起死回生”的案例或可说

明一些问题：1996 年 10 月，奥德瓦拉

制造的苹果汁被指导致 60 多人腹泻、

10 多人住院，一名一岁半的儿童死

亡 。 奥 德 瓦 拉 的 销 售 额 因 此 骤 降

90%，股票下跌 40%，公司面临倒闭。

危机时刻，奥德瓦拉于 24 小时内向华

盛顿健康署申报，建立了每天新闻披

露机制，定时播出召回产品的最新情

况，表达对受害者的歉意，并承担全

部责任，详述大肠杆菌的并发症，向

消费者解释如何处理问题商品。奥

德瓦拉建立了加热工序，在不损害食

品味道的情况下，恢复了食品安全

性。一个月之后，奥德瓦拉的苹果汁

重新上市，公司不但从危机中恢复，

而且保持了顾客的信任，销售业绩奇

迹般迅速回升。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从事品牌管

理研究的教师谢毅在接受记者采访

时表示，正确的危机管理手段在突发

性事件中对于挽回品牌形象有一定

的帮助。不过，危机过后，更加稳定

的产品质量和品牌形象是这些危机

管理手段产生真正效果所必须的条

件。当事件牵涉的范围过大，企业将

失去使用危机管理方法去缓解或解

决矛盾的机会。

企业文化吓跑消费者：
忽视道德与社会责任

“多头管理是硬伤”“立法不完备

让黑心厂家有空可钻”“执法不严推

动利欲熏心”……乳制品乃至食品行

业丑闻的诱因常常被归结于政府监

管不力。事实上，中国一些企业过度

趋向利益而忽视道德与社会责任的

企业文化，也是导致其屡屡闯红线的

重要原因。

戴鑫认为，虽然企业销售产品属

于商业行为，但作为一个合格的企

业，尤其是从事食品生产这种关乎民

众健康的商业活动时，企业必须提升

自身的道德水平，以强烈的社会责任

感要求自己。很多中国企业在这方

面做得并不到位。利润已经成为中

国企业文化中最重要的，甚至是唯一

的生存原则。

从一些世界知名品牌或公司的

发展历程中不难发现，产品的销量

和利润并非其经营的全部。韩国三

星集团是颇为重视企业文化的跨国

公司，“ 分享”是其企业运营的重要

理念之一。一直以来，三星集团参

与的活动遍布社会公益、文化艺术、

教 育 助 学 、体 育 运 动 等 各 个 层 面 。

其 旗 下 还 拥 有 三 星 地 方 环 境 研 究

所、三星社会志愿团等机构，主要任

务是承担社会责任。这种富有亲和

力的企业文化，为其积累了深厚的

“群众基础”。

营销不得人心：
过度依赖广告

“一天一斤奶，强壮中国人。”这

句广告词已经成为笑柄。我国企业

的品牌塑造方式主要依靠广告，当广

告站不住脚，品牌形象也就所剩无

几。此外，为扩大营销效果，很多企

业不惜砸重金进行网络、电视和纸媒

的广告宣传。为了平衡收支，便在产

品研发和质量管控的预算中偷梁换

柱，间接埋下隐患。

西方营销界正在兴起一股“回归

营销本质”的潮流，呼吁企业从广告

等营销手段回归到产品本身，把产品

做好，才是最成功的营销。实际上，

现在内地热卖的中国香港、新西兰、

澳大利亚和荷兰生产的奶粉并不是

通过广告手段获得市场信赖，而是依

靠口碑。

“中国企业应该重视生产环节的

透明化，邀请专家、消费者代表走进

生产车间，参观产品生产的全过程，

用更加直观、实际的行动减少消费者

的不安全感。”目前正在美国访问的

戴鑫向记者介绍，美国好时巧克力公

司打造的巧克力小镇是一个典型案

例。这个发端于一家巧克力工厂的

小镇如今已经成为满负盛名的巧克

力主题旅游镇，每年吸引数十万名游

客。在这里，游客可以参观该公司巧

克力从原料臻选到加工再到包装的

全过程。

在德国，啤酒品牌众多。比起在

广告宣传上花费重金，德国啤酒坊大

都选择依靠透明化的啤酒坊游览项

目完成营销。德国各大啤酒坊都为

消费者提供游览项目，酒坊为游客提

供导游，介绍酒坊的历史、产品以及

啤酒酿造的工艺，通过游览，游客几

乎可以看到啤酒酿造的全部过程。

这种旅游形式所蕴含的营销价值越

来越受到欧洲国家的重视。

戴鑫建议，国内企业不妨多借鉴

这类工业旅游项目，而不是只在广告

中高呼产品健康、安全。公布所有生

产环节的自信能为企业赢得信赖，对

于树立品牌形象以及丰富企业文化

均有很大促进作用。

高端品牌缺失：
文化附加值急不来

面对中国消费者消费能力的不

断增长，国产品牌却没能异军突起，

反而鲜有壮大。这一问题在奢侈品

消费方面表现得极为突出。

据世界奢侈品协会近日发布的

一项统计报告称，2013 年春节期间的

一个月内，中国人境外奢侈品的消费

金额累计达到 85 亿 美 元，在 欧 洲 市

场，中国人的消费占到了同期市场

销 售 总 量 的 65% 。 数 据 表 明 ，中 国

人已经成为节假日境外最具购买力

的奢侈品消费群体，居全球之首，预

计到 2015 年，中国人将买下全球 3/5

的奢侈品。

“建立在产品质量基础上的文化

附加值能够带给消费者与众不同的

独特体验，是外国经典品牌赢得中国

消费者追捧的主要原因。”谢毅说，国

际品牌经过多年打造才拥有了自己

的品牌文化和高端定位，能让消费者

感到自己是“全球公民”。

近年来，一些带有中国特色文化

要素的国货受到部分“80 后”“90 后”

的喜爱。但是，这些国货由于可复制

性强、受众过于小众化、品牌管理不

够系统等原因并没有发展成为强大

的高端品牌，这无疑十分遗憾。

所谓文化附加值，其实也是品牌

与 消 费 者 之 间 建 立 的 一 种 信 任 关

系。这种信任急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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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惹出了香港“限奶令”
宋翎郡

多国“限奶令”标准及时间

国 家

美国

新西兰

澳大利亚

德国

荷兰

时 间

2012.6

2012.9

2012.10

2013.1

2013.1

措 施

限购 5 至 12 罐

限购 2 罐

限购 3 罐

限购 4 罐

限购 1 至 3 罐

一罐奶粉在香港被限购，能够引发怎样的连锁

反应？

我国大陆：舆论风暴、部分“水客”开始转行、

乳制品企业股价集体上涨、电商销售进口奶粉量

价齐升。

我国香港：每月利润高达 6 亿港元的奶粉水货

市场遭到严重打击，水货代购佣金飙升，促使依赖

“水客”进货的大陆奶粉店不得不转而从国外进口

商那里拿货。

我国台湾：台湾卫生署表示，台湾婴儿奶粉供

求正常，且会尊重自由市场机制，不限制大陆顾客

购买。

德国：为缓和因中国消费者抢购而日趋紧张的

奶粉供应问题，Milupa 奶粉公司已经开始了 24 小时

连轴生产。此外，该公司还计划建设一条新的生产

线以满足需求。 （综合报道）

一罐奶粉引发的连锁反应

2008 年 3 月，三鹿问题奶粉事件浮出水面。2013 年 3 月，香港“限奶令”再度令内地奶粉质量问题受到广泛关注。5 年过去，我国乳制品行业

依然深陷信任泥沼。

据多家媒体的相关调查显示，七成以上内地民众仍然不愿选择内地奶粉。近日，全国政协新闻发言人吕新华表示内地奶粉 99%合格，然而，

这一漂亮数据引发的回应却是一片嘘声，毕竟，没有人愿意拿健康去验证一个丑闻频出的行业是否真的良心回归。

食品行业的安全问题并非中国独有。无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这类事故时有发生，当下发生在欧洲范围内的“马肉风波”和“假

鸡蛋风波”便是例证。然而，整个行业陷入如此沉重的信任危机的情况十分鲜见。

更加严重的是，危机并不仅仅存在于食品生产行业。无论是婴儿食品、用品，还是电子产品、奢侈品，在国人看来，“消费天堂”总是在海外——牛奶

要喝荷兰、美国的，电器要买德国的，服装要穿意大利、韩国的，拎包要拎法国的……中国制造为何不能满足国人的消费需求？这不能不引人担忧

与反思。

黄卓 绘

查韦斯

“水客”是造成香港奶粉限购令出台的主要因素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