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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小看板

节后，家电市场部分知名家电品牌涉嫌

“骗补”再次引发关注。春节期间，上海质监

部门发布多份通报再揭抽检产品质量不合

格者，松下、小鸭、LG 等多个知名家电品牌

榜上有名，不合格的原因主要是能效等级不

合格。专家称，企业涉虚假标注，或为骗取

节能补贴。

在采访中，大部分“上榜”企业负责人对

记者表示已关注到，将尽快采取措施。

业内人士指出，该事件将对相关企业的

市场业绩造成一定影响，鉴于牵涉企业数量

众多，其中不乏口碑良好的龙头企业，事件

对 于 企 业 业 绩 的 影 响 程 度 将 在 可 控 范 围

内。企业不顾旗下产品及质量标准间的差

距，擅自标注节能等标签，体现了企业管理

层面的浮躁风气。企业应本着“诚信”二字

对产品进行重新标注，并明确节能型产品创

新的发展战略。

补贴方式或将继续调整

为促进节能减排，扩大消费需求，经国

务院批准，财政部、发改委、工信部先后启动

了高效节能平板电视、空调、冰箱等 7 类家

电产品的补贴措施。从半年来的实施情况

看，节能家电销量大幅增加，产品结构显著

优化，政策效果已逐步显现。

“节能产品惠民工程政策市场拉动效应

显著，元旦、春节，家电整体销售同比增长

30%以上。”苏宁电器一位高管告诉记者。

业内人士指出，自家电下乡、以旧换新、

节能惠民三大政策实施以来，家电下乡相关

政策涉及市场范围广、产品多，操作过程中

屡做调整，以旧换新以局部为主，给企业带

来了较大的业绩增幅。

节 能 补 贴 相 关 措 施 也 在 不 断 完 善 之

中。财政部等三部委此前出台规定加大对

补贴资金的监管力度，对骗补节能家电生产

和销售企业加大处罚力度，予以通报批评、

追缴补贴资金并加倍处罚。

春节期间，上海质监部门发布抽查结

果，多家家电品牌因抽检产品质量不合格被

“点名”，大部分均为能效等级不合格。2013

年 2 月 17 日，工信部下发通知，要求简化消

费者购买节能家电信息的核对办法，确保消

费者在购买时能够领取补贴。工信部表示，

为防止骗补，各地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应

扎实开展核查工作。

工信部相关人士告诉记者：“从市场反

应和政策实施情况来看，针对推广工作中出

现的问题，将加大对骗补情况的监管，不排

除还将对补贴方式进行调整。有关部门将

加大处罚力度。”

企业将尽快采取措施

据了解，在此次上海质监局抽检的 17

批次产品中，有 5 批次不合格。抽查产品主

要的不合格指标是洗净性能、耗电量、能效

等级三个，大部分均为能效等级不达标。

其 中，松 下 XQB65-H671U 型 全 自 动

洗衣机的洗净性能、耗电量和能效等级均不

合格；小鸭牌 XPB30-288 型迷你洗衣机的

发 热 项 目 和 电 源 连 接 不 达 标 ；LG 牌

WD-N10420D 型全自动滚筒洗衣机的漂

洗性能不合格。

松下洗衣机售后部相关人士告诉记者：

“上海质监局对于此款机型相关指标不合格

予以公布，但还未通知到公司。已有不少消

费者进行反馈，20 日公司正式上班之后才

能处理。此前尚未在中国市场遇到过这种

情况，以后，公司会慎重处理。”

此外，小鸭集团相关人员表示，受春节

期间休息影响，对于相关事件获悉有所滞

后，但目前公司高管已经知晓相关产品出现

问题，具体处理意见还在商榷，公司会尽快

采取措施。

一位家电节能技术研究中心的人士告

诉记者：“洗净度和耗电量是衡量一台洗衣

机好坏的重要指标，而抽查中产品出现的问

题恰恰是重要指标不合格，可以说是较为严

重的质量问题。”

有关专家称，从上海质监局的检查结果

分析，部分企业涉虚假标注，或为骗取节能

补贴。中投顾问家电行业研究员任敏琪表

示，能效等级与去年 5 月颁发的节能家电补

贴直接挂钩，达到一级、二级能耗标准的家

电将得到政府补贴。只须对产品的能耗水

平进行评估，比较产品标注后则可判定产品

是否存在虚假标注。由于标注产品有国家

补贴“作担保”，消费者很难从中识别。

业内人士表示，部分企业在申报能效

时，会采用以额定功率代替实际功率计算产

品的能耗指标等方式，骗取节能补贴，从而

损害消费者利益。

“节能惠民补贴实施之后，目前，高效节

能空调的市场占有率为 85%以上，由于本次

补贴继续采取直补厂家的措施，厂家必须调

整产品结构来争取这个补贴，巨大的利益无

形中加大了企业对补贴的争取需求，甚至会

促使一些企业会采取极端做法。”一位家电

厂商负责人表示。

利益驱使“骗补”猖狂

第一次节能惠民补贴政策推出后，大

部分家电企业快速反应，转而生产当时享

受补贴的高能效产品，在去年行业整体下

滑 的 背 景 下，部 分 补 贴 产 品 实 现 正 增 长。

在新政策的助推下，相当一批家电企业调

整自身计划，自去年 7 月份开始，全部生产

定速、变频 2 级以上产品，以全面享受节能

惠民补贴政策。

商 务 部 监 测 的 3000 家 重 点 零 售 家 电

企业，在政策实施后连续 3 个月家电销售

增长 7%以上。苏宁方面也表示，在节能补

贴实施之后，在日常采购中高能效产品占

比上升 90%，一级能效产品在 2013 年也达

到 80%以上。

一 位 家 电 上 市 公 司 高 管 告 诉 记 者 ：

“ 节能补贴对企业的盈利贡献应该在 25%

左 右 ，甚 至 可 以 达 到 30% ，对 于 业 绩 影 响

可 谓 巨 大 。 这 也 是‘ 骗 补’现 象 严 重 的 重

要原因。”

任敏琪指出，企业不顾旗下产品及质量标

准间的差距，擅自标注节能等标签，一定程度

上削弱了其对提倡产品创新的领导作用。应

该由正规质检机构确定产品能耗水平，通过消

费者协会以机构名义投诉、举报相关企业，从

监管体系或是法律途径维护消费者权益。

家电业内分析人士刘步尘认为，问题出

在两个方面：“首先，中国企业包括在华外资

企业尚未建立真正的诚信形象，为了企业利

益不惜造假；其次，有关市场监管机构行政

监管不力，对问题企业处罚过轻，甚至不予

处罚，客观上等于鼓励企业造假，损害消费

者利益。”他表示：“此类事件发生无疑会对

企业诚信形象形成打击，消费者对于涉事企

业宣传可信度将大打折扣，从而影响消费者

对涉事企业产品的购买。这种危害是间接

的、潜在的、长期的。”

松下等知名家电企业再陷“骗补门”
主管部门称将加大处罚力度

■ 贾 丽

北京新机场、中国樽、老旧小区改

造、地铁 7 号线……日前，记者从北京

市 发 改 委 获 悉，2013 年 北 京 市 拟 安 排

240 个重点工程，当年计划投资约 2270

亿元，同比增长 27%。其中，新开项目

137 个，续建项目 103 个，今年力争竣工

54 个。

按行业区分，今年安排交通设施类

项目 55 个，计划投资 435 亿元；现代产业

类项目 80 个，计划投资 612 亿元；民生保

障类项目 37 个，计划投资 550 亿元；生态

环境类项目 37 个，计划投资 448 亿元，能

源 资 源 类 项 目 31 个 ，计 划 投 资 225 亿

元。投资规模最大的为现代产业类项

目，而社会普遍关心的交通、环保类投

资则占了总投资规模的近四成。

北京今年拟推240个重点工程
计划投资超2000亿元

法眼透视

律师在线

“薄利多销”曾经被奉为经营圣经。古今

中外的大量经营实践似乎也印证了这个道理

——商品的价格和它的销量之间成反比关

系。商家为了更多地卖出商品，就要降低价

格，与竞争对手打价格战。如果商品价格昂

贵，则势必销量平平、门庭冷落。似乎没有人

能够做到价格和销量齐飞，厚利与多销并举。

可事实上，这个经营魔咒已经被打破

了 。 现 在 市 面 上 最 为 流 行 的 手 机 是 哪 一

款？显然是苹果的 iPhone，虽然它的价格能

够购买一台 42 寸的大彩电，但苹果公司仍

把它卖给了大量用户。甚至有人还将苹果

的 iPhone 称为新一代“街机”。

是什么让苹果公司能够把“厚利”与“多

销”巧妙地联系在一起，在很短的时间内占

领市场并取得巨大利润呢？

这个答案就是创新。不断地创新把苹果

从一家濒临失败的公司改变为一家成功的公

司，进而革命性地成为了一家卓越的公司。

刚刚故去的苹果公司灵魂人物乔布斯的一生

是创新的一生。根据乔布斯传记的记载，由

于受到了禅宗和硅谷两种不同文化的冲击和

熏陶，乔布斯对产品设计几乎达到了苛刻的

程度。他不仅要求自己的团队通过不断创新

和改进来增加产品的稳定性和易用性，而且

还身体力行，直接投入到研发工作中去，最终

成就了苹果的商业帝国。可以说，对产品的

不断创新，构成了苹果公司的核心竞争力。

可是，一谈到创新，国内的很多经营者就

会皱眉头。一些经营者甚至会发牢骚：“我们

也想创新，但是，我们费尽心力搞出来的创新，

很快就被模仿和抄袭了！创新有什么用？”

知识产权制度是一种能够保护我们的

创新成果避免被他人模仿和抄袭的法律制

度。所谓知识产权，用简单的话说，就是让

付出脑力劳动的人能够在一定时间内独占

其收益。这里所说的“脑力劳动”成果可以

是各种智力创造，比如发明专利、商标商号、

文学和艺术作品版权等。

长期以来，中国在保护知识产权方面取得

了非常显著的成果。一方面，中国已经建立起

包括《商标法》、《专利法》、《著作权法》等法律法

规在内的完善的法律体系；另一方面，社会公

众的知识产权意识也在不断培养之中。

但是，由于法律法规对侵犯知识产权行

为规定的判罚力度较低，所以，行政机关在

执法处罚侵权行为时，往往会感到力不从

心。例如，在现行的《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

中，对于部分侵权行为的行政罚款最高为 5

万元。这一罚款额度对动辄获利上百万元

的侵权人来讲，并没有什么威慑力。正是由

于这个原因，目前，市场上的模仿抄袭侵权

行为仍在不断发生。众多迹象表明，提高打

击力度已经成为有效保护知识产权的关键！

2013 年 1 月底，为了提高对侵犯知识产

权行为的行政处罚力度，中国国务院先后密

集修改了《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计

算机软件保护条例》、《著作权法实施条例》、

《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等知识产权保护行

政法规，并定于 2013 年 3 月 1 日起正式实施。

纵观国务院颁布的修改决定，其对原条

例中的处罚尺度进行了大幅度提升。以前

面提到的《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中的处罚

条款为例，原规定中的最高罚款额度已经从

5 万元提高到了 20 万元，整整提高了 3 倍。

这些条例正式实施后，行政机关可以在其行

政执法过程中有更大的行政处罚力度，从而

震慑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违法者。

21 世纪是知识产权的世纪，为了打造中

国的苹果和微软，必须完善我们的知识产权

保护环境。这次行政规章的修改对于提高

中国知识产权执法力度有非常积极的意义。

（作者系北京市盛峰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

保护知识产权需用重拳
■ 于国富（本报综合报道）

（1）该专利技术不具备“新颖性、创

造性和实用性”；

（2）该专利技术在申请期间发生争

议，并且没有得到解决；

（3）该专利技术虽然具备“新颖性、

创造性和实用性”，但是由于一些专利代

理机构“粗制滥造”地工作而毁坏了这一

特性，致使其丧失了申请专利的可能。

专利不能授权的原因是什么？

记者近日从江苏省昆山市政府获

悉，国务院已正式批复同意设立昆山深

化两岸产业合作试验区。

昆山深化两岸产业合作试验区包括

昆山现有国家级和省级开发区，以及规

划建设的海峡两岸（昆山）商贸试验区。

在两岸产业技术交流、商品检验检测、产

品认证、技术标准等领域交流合作都将

享受支持政策。

据悉，针对当前台企直面的转型升

级发展迫切需求，尤其在金融业合作领

域，试验区将被给予更多先行先试的特

惠，如允许开展个人跨境人民币业务试

点，允许区内企业与台湾地区企业在企

业集团内部试点开展人民币借贷业务，

允许台湾地区金融机构在昆山试验区以

人民币进行新设、增资、参股等直接投资

活动；支持试验区内的外资银行开展两

岸金融创新试点，在符合条件的情况下

经营人民币业务；支持台资金融机构在

试验区设立合资证券公司、合资基金管

理公司，支持在大陆证券业逐步扩大对

台资开放的过程中开展试点等。

昆山获准设深化两岸产业
合作试验区

《纽约每日新闻》近日报道，美国女孩萨

曼莎因服用强生公司生产的儿童布洛芬后

导致双目失明、身上 90%皮肤灼伤，其父母

向强生提出诉讼称，该药品上只有一个小小

的警告，未能提醒消费者药物存在的潜在副

作用。近日，马萨诸塞州法院裁定，强生应

对萨曼莎及其父母作出 6300 万美元的巨额

赔偿，并且预计最终获赔可达 1.09 亿美元。

由于目前强生公司表示“我们相信药物

的标签是合理的”，并表示正在考虑上诉，案

件本身的是非曲直仍有待观望。但毫无疑

问，当地法院用一种在我们看来近乎夸张的

判决，昭示了法律以及公共权力对相对弱势

的消费者权益、对市场伦理的无比珍视。

麦当劳咖啡烫伤案赔 300 万美元、福特

车祸赔 1.25 亿美元、墨西哥湾漏油赔 200 亿

美元……一连串近乎天价的赔偿裁决先例，

让国人已经从最初的叹为观止，逐渐变为无

动于衷。这种麻木感某种程度上来自比对

形成的落差——因为在我们这里，类似的判

例几乎闻所未闻，就算千辛万苦告上法院，

即使侥幸赢了官司，判赔金额也少得可怜。

市场监管手段成熟国家在这方面的做法，对

我们而言，只是一次又一次成为“新闻”甚至

“逸闻”，就是与中国消费者形成不了交集。

这就要论及中外在“赔偿”的法律规定

乃至立法理念上的差异。英美法系中有一

个“惩罚性赔偿”原则，顾名思义，它兼具填

补损害、惩罚被告和“杀鸡骇猴”三大功能，

而中国所处的大陆法系则一贯强调“补偿

性”民 事 责 任，强 调 损 害 填 补 而 不 重 视 惩

罚。这种司法理念导致的一个后果，便是在

单个的维权诉讼案例中，仅限于“补偿损失”

的司法原则。尽管《中国食品安全法》也新

增了 10 倍的惩罚性赔偿，但鲜有成功索赔

判例。其结果是变相鼓励企业继续进行这

种低成本的侵权和损害。从害人假药，到毒

奶粉、石化污染等等，我们的判赔金额对于

肇事企业而言往往只是“湿湿碎”，利益受损

者的索赔也往往只能成为“沉没的声音”。

与 这 种 司 法 理 念 上 的 差 距 相 伴 而 行

的，是监管的乏力。法律上缺乏强力支持

和惩戒震慑，职能部门的监管权威难免打

折扣。所以，当出现重大消费者权益受损

事 件 时，某 些 地 方 和 部 门 屡 屡 采 取“ 拖 字

诀”、“捂字诀”乃至“‘愚’字诀”。我们不能

说，种种事发后立刻一哄而起的所谓全行

业停业整顿、突击检查、某某万里行，没有

起到一点儿积极效果，但整体而言，仍属应

付“上面”和舆论的权宜之计，对于整个行

业缺乏必要的系统性、全盘性整顿和防疫，

对 肇 事 企 业 更 缺 乏 痛 打 板 子 的 决 心 与 果

断。因此，也就只能整顿一阵风，监管打乱

仗，监管精力上拆东墙补西墙，“防疫队”、

“巡逻队”沦为“救火队”。

一个秩序井然的市场环境不可能自发形

成，市场的逐利性和非理性时常与秩序和良知

背道而驰。因此，既要有事前的规则设定、隐患

预警，又要在出现害群之马时做到杀一儆百。

治乱需用重典。这种重典，其实除了要“打得

痛”，也要“赔得痛、罚得痛”，毫不留情地给“出轨

者”以电击，令其不敢再越市场良知和法律的雷

池半步，进而形成一道所有人烂熟于心的高压

线，对潜在的效尤者形成震慑和警示。

一次伤筋动骨的判决胜过千次事后抽查
据报道，近日，网易家居虚拟出台了

一部“史上最严的家装民定新法”，将家庭

装修中 12项最常见的纠纷进行了总结，并

用诙谐幽默的方式提出了“严厉”的惩罚

措施。此外，该法规还有统一格式合同等消

费者渴求已久的“法条”，不过也都是有一些

调侃成分的。有分析认为，这部虚拟的“新

法”反映出市场对正式法规的呼唤。

北京丰台区法院法官分析说，目前，

中国关于家装领域的主要规范有《建筑

装饰装修工程质量验收规范》和《建筑装

饰装修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两项国

家标准，但都缺乏可操作性。而且现在

装饰装修材料都发生了变化，所以也缺

乏实用性。国家相关部门联合行业协会

将在今年和明年陆续推出《住宅室内装

饰装修工程质量验收规范》、《家庭居室

装饰装修质量验收标准（2013）》、《家居

行业经营服务规范》以及《居室布线设计

指导规范》四大标准，对家庭装修施工质

量、细节和验收标准进行规范。新标准

出台后，有望实现各项家装服务更加标

准化、规范化、透明化，施工方与消费者

一 旦 发 生 纠 纷，标 准 也 可 作 为 法 律 依

据。法院同时也呼吁，在标准制订过程

中可引入第三方监管以减少纠纷。

家装法规四大标准
两年内将出台

■ 徐 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