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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超行业增速，彰显成长魅力
按照往年的经验，各行各业的商家们也提

前卯足了劲，为“金九银十”摇旗呐喊，但是最
终却收获个“铁九铜十”。一阵促销大幕之
后，大多都偃旗息鼓，败下阵来。但是从十一
黄金周的火爆劲销，到进入深秋之后开展的
一系列活动，格力却一路飘红。第三届“万人
空巷抢格力”，“寻找格力空调20年品质见证
大使”，“第20届免费维修月”都人气爆棚，口
碑卓越。

从专业市场的分析数据中，格力空调的优势
就可见一斑了。10月28日的三季报告数据显
示，格力前三季度实现营业总收入640.75亿

元，仅用9个月时间刷新了2010全年业绩。是
白电行业大型龙头公司中，唯一收入和利润均
实现30%以上增幅的企业。

进入 2011 年，外部经济形势动荡，内部原
材料涨价、劳务成本上升与地产行业销量下
滑，使得国内家电企业保持盈利增长面临诸
多考验。然而，大浪淘沙始见金，行业增长的
瓶颈期，往往是检验“白马”企业的“试金
石”。在过去每一次行业增长放缓阶段，格力
电器都展现出了其作为领先龙头的成长魅
力。在家电厂商一味追求“大而全”的当下，
白电巨舰格力电器却在专业化的道路上越走
越宽，越走越远。

企业创新技术，才能拔得头筹
在家电企业整体增长放缓、利润率有所下滑

之际，格力业绩反向而行，无疑数据最有说服
力。据来自第三方权威机构产业在线公布的
数据显示，2011年 8月格力变频空调更是以
105.40万套的销量，市场占有率达44.19%，当
仁不让地坐上了国内变频空调第一的宝座。

纵观整个2011年冷冻年期间，在原材料涨
价、高能效定频空调节能惠民补贴政策截止等
市场大环境下，中国空调整体销售额依然呈现
上升趋势，家用变频空调正在以高速增长的走

势迅速普及。在空调行业，不论是国家有关部
门的数据，还是真正的市场检验，都表明一个
信号：得变频者得天下。有市场分析人士指
出，“从数据来看，变频空调领域各品牌企业之
间实力悬殊，仅格力一个品牌便占据市场的半
壁江山，形成一枝独秀的局面。”

一个企业能够掌握话语权，肯定是有其“过
人之处”。对于生产制造型企业来说，无疑技
术创新是企业发展的核心动力，也是企业不
断增强自身竞争力的利器。格力如此优异的
市场业绩，还在于对“1赫兹变频技术”的掌
握。
“1赫兹”到底意味着什么？对消费者来说有

啥好处？在人们的潜意识里，空调都是耗电的
大家伙，但这个观念将被颠覆。“1赫兹变频技
术实现了45W的低耗电状态下稳定运行，仅
相当于一只灯泡的电量，这将大大降低了居民
的生活成本，耗能小且噪音低。要知道，之前
行业内变频空调的低频一直徘徊在10-30赫
兹，即使是拥有百年历史的外资厂商，也只能
做到8赫兹。

岁月见证品质，老百姓投“信任票”
促销活动一直是商家赚人气，赚吆喝的必

要手段。在经过了九、十月份的大张旗鼓之

后，11月的促销活动屈指可数，格力就是为数
不多的企业之一。不玩噱头，带给用户方便和
舒适。秉承着这样的宗旨，格力的每场活动既
叫好又叫卖。

格力第20届免费维修月活动已经于11月 1
日启动，所有格力空调用户（无论您什么时候
购买，哪怕是20年前购买），均可享受免费维
修。为何敢做如此大胆承诺？这得自家产品

“靠得住”。据了解，格力的每一台空调，在出
厂前都历经千万次风吹、日晒、雨淋、霜冻、高
温、严寒等检测，品质千锤百炼。在格力“品质
见证大使”的活动中，“长寿空调”频现，最长的
达25之久。这些铁杆用户的涌现，恰恰说明
格力品质的过硬。

商家搞促销，用多么出彩的广告语，商家
吆喝地多卖力，要是产品本身“不入眼”，那消
费者也不会买账的。“万人空巷抢格力”这句
广告语耳熟能详，也如实地呈现了格力的市
场反映度，该活动如今已经是第三届了。不
仅为顾客带去实惠，格力更是带动了其他行
业的发展。”在目前的经济状况下，有如此强
劲的促销势头，同时消费者也买账的活动实
属不常见。

文 / 晓伟

引言：现在人们的生活幸福感在不断地增强，但是近期经济形势却让人们有些许担心。尤其是政策调控之下的房地产业的冷却，让很多相关行业大呼：“今年日子难熬
呀！”。

不过抛开房地产业不说，纵观其他一些行业，我们还是可以收获些许信心。正如房地产市场优胜劣汰的重新洗牌中，只有品牌大佬企业依然坚挺一样，在空调行业中，尤以技
术、产品、服务都领先的龙头企业，才能笑傲江湖，并交出令人一枝独秀的成绩单。

“逆势劲销，彰显精彩”
—— 探寻空调行业领先者的劲销传奇

第三届“万人空巷抢格力”

“竞争，哪儿都是竞争，表面是为了

项目，实际都是为了钱。”

——55岁的中南某大学驻京办主任

肖文凯说，都说高校驻京办跑项目，跑

钱，其实跑得最厉害的还是搞科研的。

“国企没搞好，我被人骂；国企搞好

了，我还是被人骂”。

——民众作为国家的主人，对于法

律上属于自己的资产并没有任何的热

情，而将其视为一个特殊，甚至带有敌对

意味的利益团体，这本身就是一种让人

忧虑的现象。

非常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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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崝教授何以
拒教“甲骨文达人”

别想用“黄河女儿”掩蔽所有问题

因在高考时写了一篇古文字的作文，

考生黄蛉被称为“甲骨文达人”。据悉，川

大返聘教授、专为黄蛉“开小灶”的指导老

师何崝声称：“这个学生有些浮夸”，他已

向学校提交了辞呈，不愿再教。（11月6日

《长江日报》）

看似矛盾对立的两件事儿，何以就发

生在黄蛉身上了呢？笔者推测黄蛉真正

令何教授着恼之处，是耽于文学。

不得不提一个“传统”：学者和文人的

分野、学术与文章的歧异。清初大学问家

顾炎武就素轻文人，常援引宋人刘挚的

话：“士当以器识为先，一号为文人，无足

观矣”。流风所及的朴学家与桐城古文家

间也是论争不断，——戴震视文章为“等

而末者”，但考据文字常给讥为味如嚼蜡；

姚鼐虽标举“义理、辞章、考据”，但真正拿

得出手的却又只有“辞章”。至于现代，刘

文典以学者自命，而嘲笑沈从文的典故流

传甚广。建国后，北大任期最长的中文系

主任杨晦有名言即：“中文系不培养作

家”；如出一辙是朱东润在复旦开课也是

大泼文学青年冷水：“中文系，是培养语言

文学工作者的系，至多能为你当作家打一

点语言文字的基础”。

我倒以为，何教授对黄蛉无妨“风物

长宜放眼量”。以文艺青年始，而以学者

终者，并不鲜见。譬如闻一多，擅诗，擅

画，擅篆刻，而以诗人名家，最终却是埋首

于唐诗研究。尤值得一提的是，他的学生

“少年奇才”陈梦家，中学时就出诗集，被

视为新月诗派后期中坚，甚至与他及徐志

摩、朱湘齐名，但“奔三”之际，却转向甲骨

文研究，卓然而成古文字学一代大家。黄

蛉的“甲骨文造诣”如何姑不论，毕竟是他

志趣所在，与同龄人相比，也确实有着这

方面优长；何教授“爱之深”不免“责之

切”，可以理解，但似也毋用“拒绝再教”分

道扬镳这般决绝。

“无人值守”的馒头摊，至少向公众

透露出以下存在的事实：一者，“道德”的

力量是“管用的”，有时候可能比强硬的

制度和法律更有作用。无论是“自律”还

是“他律”，在这个“馒头摊”面前，道德的

光辉已经得到了升华和放大；二者，不能

否认“特殊时段”或“特殊地点”的现实意

义。人性的内涵包含有“善良”或“恶”的

影子，一个平时“有恶习”的人同样有可

能在“无人值守”的馒头摊面前，同样会

甘心和情愿一分也不少地给钱拿馒头，

也正和在他人需要帮扶的时候总会有人

“挺身而出”是一个道理；三者，说明公众

道德是可以引导的。可以肯定的是，别

看这个“无人值守”馒头摊“小而又小”，

折射出来的却是公众和社会道德完全可

以提升和引导的实质。

公众内心从不乏爱心和善意，但如何

激发出来并成为一种自觉，这个“契机”或

“火花”，本身也需要一种无形的、来自于

社会的道德约束。在“无人值守”的馒头

摊面前，人们的道德“考试”完全合格，在

其他涉及道德考量的领域也应能完全“合

格”，关键是如何让这种来自于舆论的和

道德的“压力”无处不在。做到这一点或

许需要时间和过程，但这却是建设诚信和

道德社会的终极目标。 毕晓哲

“让人高大”的馒头摊值得借鉴

七旬老太坚持“无人售馍”5 年，似

乎为世人提供了一个“别样”的样本：世

人并不差道德，否则，七旬老太无法坚

持“无人售馍”5 年，还收获了很多快

乐。之所以是别样的，正是因为当下人

与人之间缺乏信任，诚信已成为稀缺资

源的时代。

虽然是道德错觉，但众人的赞誉

声可能是发自内心的，我们都在内心

渴望诚信，正是因为缺乏约束机制，自

身的利益因为失信遭到破坏，诚信的

人吃亏，不诚信的人得利，劣币淘汰良

币，在这种逆淘汰之下我们才选择沉

默乃至失信。

“无人售馍”成了道德强心剂，无数

的赞扬似乎是在呼唤一个“夜不闭户，

路不拾遗”的所谓诚信社会。但笔者认

为“无人售馍”不需要过度发酵

这样的举动也不过是在特定的时

间、特定的地点和特定村落生态下发生

的一个个例。这不过是“熟人社会”的

“杰作”。“熟人社会”是传统的农村政治

形态。这一原则并不适宜高速发展的现

代社会，现代社会是契约社会、规则社

会。高速的流动性需要是规则，而不是

曲高和寡的道德杰作。

这正像老人跌倒在地扶还是不扶的

问题，有不扶的也有扶的。无限地发酵

只会将这些新闻中的“毒素”发酵出来，

产生难以想象的负面作用。 金戈

“无人售馍”不需要过度发酵

观点
交锋

郑州一位卖馒头的老太张大娘回家吃饭时不用守摊，只需把摊子一撂，放一个公告牌让顾客拿了馒

头自己留钱。张大娘称，她从未核对过钱数，“吃几个也不碍事”。街坊对其称赞“比自动售卖机还强”。

（11月6日《北京日报》）

一筐馒头引发的诚信讨论

郑州市九如东路与龙湖外环南路

交叉口，这个穿旗袍、戴披肩的女性雕

像备受关注。有网友认为是宋庆龄，而

工作人员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却称雕像

是“黄河女儿”。（11月6日《晶报》）

高达 24.15 米的雕像究竟是宋庆龄

还是“黄河女儿”，其实我们是一清二楚

的。一方面，宋庆龄不是远古时代的人

物，对于其形象，也是搞得明白的；另一

方面，这个雕像是由河南宋庆龄基金会

建造，其答案不言而喻。

巨型雕像已经树起来了，那就无

妨将其解剖，看看雕像的“底座”究竟

是什么样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何尝

不是一件好事。在我看来，巨型雕像

就像一个“郭美美”，能够把我们引向

真相。关键是巨型雕像能不能成为

“郭美美”？

于立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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