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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豆“上火 ”谁是推手 ？

继大蒜价格暴涨后， 近段时间
以来，以绿豆为代表的杂粮、玉米等
也开始在农产品市场上屡创“天
价”。看似不起眼的绿豆为何会如此
疯狂？记者在部分绿豆产区、销区以
及大型杂粮交易市场进行了调查，

试图揭开背后的涨价推手。

价格烫似火市场却冷清
“

26

元
1

公斤，简直是疯了！”面
对着每天一个行情的绿豆， 在江西
省最大的农产品批发市场

－－

南昌深
圳农产品批发市场经营杂粮生意的
刘新惊呼道。

在南昌， 去年
5

月份才
6.6

元
1

公
斤的绿豆，到今年

5

月份，最高涨到了
26

元
1

公斤。“同比最高涨了近
3

倍，这
种走势就像坐直升机。”刘新说。

今年以来， 全国各地原本处于
温和上涨中的绿豆价格， 忽然飞涨
起来并不断刷新历史纪录。 国家统
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 去年

10

月份
新上市时

9

元
1

公斤的绿豆，到今年
5

月份涨到了
20

元
1

公斤。 而去年
5

月
之前的两年间， 绿豆价格每公斤只
涨了

2

元。一些经销商反映，往年绿
豆减产时， 价格至多每公斤涨两三
块钱， 从没有像今年这样一下子每
公斤涨十来块的。

绿豆暴涨也带动了其他杂粮品
种跟风涨价。与去年同期相比，目前
糯米价格上涨了七成； 黑豆价格从
去年同期七八元一公斤上涨到目前
20

元
1

公斤；薏米则从去年同期
10

元
1

公斤左右上涨到了
40

元
1

公斤，涨
幅都在

2

至
4

倍。 连跟绿豆相关的食
品绿豆芽、绿豆汤、绿豆糕价格也随
之上扬，一些地区的绿豆汤不仅从

1

元涨到了
2

元，市民调侃说今年的绿
豆汤都能照出人影来。

和“疯狂”绿豆形成鲜明对比的
是， 目前市场上绿豆的交投显得相

对清淡， 绿豆市场并没有呈现出一
般商品行情向好时常有的量价齐升
现象。

在批发市场上， 很多零售商和
经销商畏于高价不敢进货。 吉林省
扶余县三井子杂粮批发市场是全国
最大的杂粮杂豆市场， 年交易量达
92

万吨。 日前记者来到这里探访时
发现， 市场内绿豆的交易情况显得
异常平静。 三井子农贸有限公司销
售经理钱林松说：“最近市场里就没
见到多少需求客商来，价格太高了，

没人敢进货。”

零售市场上的情况也差不多，

尽管已开始进入传统绿豆消费旺
季，但是面对天价绿豆，一些消费者
并不买账。 在杭州华润超市记者了
解到， 近期绿豆销售量相比往年下
降了一半。“绿豆又不是米饭， 价格
高了可以不吃。”在超市杂粮区徘徊
的徐阿姨说。

预期推着走炒作犹如接力棒
在一些业内人士看来， 此番绿

豆价格上涨是气候、成本、国际杂粮
价格走高等综合作用的结果。 杭州
粮油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国强认
为，去年至今东北、西南以及内蒙古
等绿豆主产区都遭遇了旱灾， 部分
地区减产幅度较大， 造成市场供需
关系改变。 加上绿豆消费有一定时
令性，进入夏季后，价格相应会水涨
船高。

“虽然去年大旱对绿豆产量有
所影响，但也不至于如此。”吉林省
农特产品加工协会负责人刘辰海
说，近两年绿豆价格一直比较稳定，

价格上涨也是稳步的， 今年这种走

势按常理和经验看都不正常， 很可
能是人为炒作。

国家发改委价格司副司长周望
军表示， 目前市场上的流动性相对
充裕，在楼市降温、股市低迷的情况
下， 社会上的游资容易把目光投向
农产品。 由于目前国内农产品供求
处于紧平衡状态， 所以那些能够较
长时间保留的农产品很可能成为游
资炒作的对象。

“灾害性天气给民众造成农产
品供不应求的预期、 再加上通胀预
期的推动， 客观上给炒作创造了条
件。”陈国强说。

既然不排除有人为因素在炒作
绿豆，炒作者是谁呢？记者在绿豆产
量占全国一成以上的吉林省白城地
区采访时发现， 目前农民手上掌握
的绿豆已经很少。除去年歉收外，不
少粮农都习惯绿豆收上来后未经筛
选等处理就直接卖给经销商， 俗称
卖毛货。专家们推断，从粮源减少、

需求不旺这一现象来看， 目前绿豆
基本上都掌握在各级经销商手上，

绿豆炒作已传导到经销环节。

炒作者又是如何将绿豆价格推
上“过山车”的呢？

在吉林省的杂粮市场上记者发
现，尽管从去年

11

月份以后，农民手
上已基本无当年新下的绿豆可收，

但收购价格却一路水涨船高， 从去
年

10

月份新绿豆上市时的每公斤
6

元、

8

元、

12

元……最高到
18

元，收购
价存在明显“吊胃口”似的虚高，为
涨价造势。

吉林省洮南兴达粮油贸易有限
责任公司经理王仁先说， 明知粮源

不多，一些大客商在产区却不断“造
势”，这种“抬价收购”行为其实有恶
意之嫌。

除在收购环节抬价外， 大大小
小的经销商们拿到绿豆后， 因为看
好后市， 还会采取囤货或限制出货
的方式，把价格炒上去。

在南昌深圳农产品批发市场经
营杂粮的刘新说，今年过完年，他以
11.4

元
1

公斤的价格购进
20

吨东北
绿豆， 按现在的价格算已赚了

10

多
万元。

同在这家市场内批发杂粮的杨
女士，今年开春时没敢进货。不过眼
看着绿豆飞涨，她又分别从武汉和昆
明进了

5000

多斤东北绿豆和
10

多吨
缅甸绿豆，价格是每公斤

18.2

元和
16

元。尽管目前市价已跌破杨女士的进
价，不过她告诉记者，消费旺季即将
到来，自己心里非常有底，会坚定地
把绿豆拿在手上等它涨上去。她认识
的一个老板就囤了

200

吨绿豆。

陈国强说：“由于不是主粮，绿
豆总盘子比较小， 市场上的经销户
也不多， 有些省份上规模的经销户
总共不到

10

家，因此容易被操控。从
大经销商到小经销商， 层层囤积后
加价出售，就像接力棒。一旦价格回
落， 后面参与进去的小经销商将遭
受重大损失。”

“炒”病不除疯狂不止？

先有大蒜、辣椒、再有绿豆、马
上玉米价格又开始猛涨， 近期农产
品像传染病一样轮番暴涨引起了全
社会关注。一些老百姓担心，对此类
现象不能对症下药的话， 很难说谁
会是下一个价格暴起的农产品。

记者注意到， 无论是绿豆还是
大蒜，这些农产品在价格暴起时，都
存在一定程度的供应不足。 而这其
中，除天气原因导致减产外，另一大
因素是农民种植意愿下降。

对此有专家提出， 欲稳定农产
品价格， 首先要保护农民的种植收
益，提高农民积极性，从而稳定农产
品供给。 吉林省梨树县林海杂粮协
会会长高长军说， 随着城乡居民膳
食结构改变，农业生产应该走出“重
主轻杂”、“重粮抑经”的局面，加大
对杂粮、蔬菜生产的扶持。同时改变
价格大涨农民不受益， 大跌时间农
民血本无归的局面。

另一点值得关注的是， 这些农
产品被爆炒时大都打着“概念”牌，

如大蒜能预防甲流、 绿豆具有保健
功能、 天灾导致减产等……专家指
出，由于市场信息掌握在商家手上，

因此要谨防一部分人在市场敏感期
通过制造概念，渲染涨价氛围。

针对目前农产品市场上出现的
一些炒作行为， 国家发改委有关负
责人表示，近期将会同商务部、国家
工商总局等部门， 组织开展加强市
场监管， 严厉打击炒作农产品的专
项行动。并将完善价格信息系统，掌
握生产量、交易量、生产成本、流通
环节加价、政府储备、资金流向、库
存变动等具体情况， 坚决预防和制
止游资投机炒作。 逐步建立起完善
的与民众生活相关的市场调节价商
品的价格异常波动监管预案。

陈国强说， 国内农产品流通体
系仍在不断探索和完善中， 市场存
在的一些弱点和漏洞很容易被炒家
利用。“政府对农产品的生产和储备
抓得比较紧，流通放得比较开。在流
通领域，政府必须增强调控力，否则
很难预料谁会是下一个疯狂的农产
品。”

（新华社北京
5

月
27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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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省本溪市馨城煤矿
4

月
10

日
发生一起瓦斯爆炸事故， 死亡

6

人。但
由于矿主隐瞒不报， 直至

40

天后有关
部门接到举报前往调查， 才揭开矿难
真相。

连日来， 记者追踪采访这起瞒报
矿难的前前后后，发现在瞒报的背后，

是个体矿主用高额赔偿金对遇难者家
属实行“封口”、凭借造假的死亡通知
书火化遗体， 同时千方百计掩盖事故
现场， 逃避安监部门检查……种种情
节，令人触目惊心。

高额赔偿金“封”家属之口
馨城煤矿位于本溪市溪湖区东北

郊的一个大山沟底部， 周围上千米内
没有几户居民。 该矿法人代表于思伟
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事发时正是煤
矿停产整改期间，在岗工人不多，在侥
幸心理的驱使下， 才没有上报这起矿
难。

矿长周彦贵是第一个发现事故的
人。

4

月
10

日
6

时许，周彦贵下井前往八
道巷道查看一个小队的工作，“越往里
走， 越感觉不对， 巷道顶板有沙石冒
落，一些管线也被崩得松动了。”周彦
贵赶紧找到副矿长刘宏彬、 马春胜等
人下井搜救，很快就找到了

6

具矿工遗
体。

一次死亡
6

人，属较大安全生产事
故，需立即向政府主管部门报告。但是
得知消息赶到现场的煤矿法人代表于
思伟和另外一名投资人秦凤新等商
量，决定暂不上报。

隐瞒行动悄然展开！ 矿方先是叮
嘱少数知情的管理层人员和矿工“不
许声张”， 然后由于

6

名死亡矿工都不
是本地人，矿主便挨个寻找其家属。遇
难的王德刚家住本溪县草河城镇徐堡
村，距馨城煤矿数十公里。矿主秦凤新
等人找到王家， 先是说矿上出了点儿
事，一番安慰之后才摊牌讲赔偿问题。

4

月
11

日上午，王家和煤矿达成协
议，煤矿一次性赔偿王德刚抚恤金、丧
葬费、 遗属抚养费等共

47

万元，“事故
处理完毕后，甲方（馨城煤矿）不再承
担任何费用， 以后发生的费用及问题
均由乙方全部负责。”王德刚的妻子和
哥哥作为乙方在协议书上签字， 秦凤
新代表甲方签字。

从
4

月
11

日到
4

月
15

日， 秦凤新以
同样方式，又先后与另

5

名遇难矿工家
属达成协议。记者掌握的几份赔偿协议显示，矿方对其中

4

名遇难
者赔偿为

50

万元， 最后谈下来的矿工徐宝林， 赔偿额高达
72.5

万
元，远高于正常的矿难死亡赔偿标准。

据秦凤新供述，这些协议都是他和每户家属单独谈下来的，签
署协议都是在本溪县草河口镇一家小旅店内进行， 只有他和死者
家属在场，给的都是现金。

“

4

·

10

”事故调查组成员、辽宁煤矿安全监察局监察二处熊建
亮说，私签赔偿协议，超高额赔偿，是很多瞒报矿难处理中的一种
手法。作为高额赔偿的一个附加条件，矿方往往要求家属“闭嘴”，

同时协议签字后要立即火化遗体。“

4

·

10

” 矿难瞒报正是按这一惯
用手法操作。

死亡证明造假花钱雇人签字
死者家属这一关过了，下一步就是火化遗体。为了蒙混过关，

秦凤新安排矿保卫科的刘丙云去弄死亡证明。 刘丙云通过重重关
系，从本溪金山医院弄到死亡证明

4

张，从本溪县草河口医院弄到
2

张，拿回来时都是空白页，上面盖有医院公章。

在填写死亡证明时，为防止笔迹露出“马脚”，秦凤新每签署一
份赔偿协议，都要上街花

100

元雇个人来填写，而且每名死者的姓
名和死亡原因、死亡时间等也都是假冒的。

据调查人员介绍，

6

份死亡证明上，有
5

份没有填写矿工的真实
姓名， 甚至连年龄和身份证号码都是假的。 比如

46

岁的死者王德
刚，用的是杨军的假名，年龄“

38

岁”，而徐宝林用的是林胜的假名。

死亡时间则从“

4

月
9

日”到“

4

月
13

日”各不相同，有的“被安排”

在火化前的一天、有的是前两天；死亡原因要么是“脑出血”，要么
是“心肌梗塞”。除医院公章外，死亡证明上还加盖了医生的个人名
章。经过这样精心的“填写”，矿方最后将写好的死亡证明交给死者
家属，让他们火化时出具。

此外，矿方还采用了异地火化的办法隐瞒事故。死者孙甲章、

孙飞是父子俩，矿方分别冒用张大海、李义的假名，将遗体运往百
公里外的本溪县通远堡火化场火化。其余四具遗体，分不同时间运
往辽阳市弓长岭区附近的火化场火化。

5

月
26

日，记者在通远堡火化场保留的《遗体火化流程认定单》

上看到，孙飞的遗体于
4

月
12

日
8

点火化，用的是李义的假名，

29

岁
（实为

24

岁），死亡原因一栏写着“病故”。记者注意到，在这张认定
单的家属签字一栏，留下的是孙飞姐姐孙丹的签名，这可能是这张
单子上唯一的真实信息。但遗憾的是，“李义”和姐姐为什么不同姓
氏，这一细节当时没有被人深究。

整改矿井违规作业彻底追责不容手软
记者采访了解到，“

4

·

10

”事故本来可以避免。馨城煤矿是一座
停产整改矿井，去年

12

月
8

日，本溪市安监局经检查，认为井下八道
巷道不符合安全生产条件，责令停止作业，矿方按要求封闭了这段
巷道。然而，今年

4

月
9

日，矿长周彦贵派人私自打开密闭墙，组织
6

名矿工进入这段巷道， 旨在回收遗留在巷道内的管线、 铁轨等设
施。

不料，当作业进展到
4

月
10

日
5

时许，即发生瓦斯爆炸，

6

人全部
遇难。调查人员发现，

6

名死者中有
5

人持证具有下井资格，年龄最
小的孙飞上班只有

5

天。

事故发生几天后，周彦贵领人在发生爆炸的这段巷道外侧，先
后打上了二道密闭墙。周彦贵向记者表示，这以后溪湖区安监局和
当地街道的安检员多次下井检查，均没有发觉这里曾发生过事故。

“曾有安检员发现八道巷道的密闭墙跟原来的位置不一样， 我说，

是为了维持井下通风平衡新修的，躲过了安检员的询问。”

矿方认为隐瞒得天衣无缝，然而毕竟没有不透风的墙。事发
20

多天之后，辽宁省人民检察院接到群众举报。

5

月
19

日，省检察院在
初步核实的基础上，将情况转给辽宁煤炭安全监察局，这起矿难在
瞒报

40

天后，终被揭开。

26

日下午，辽宁煤监局向馨城煤矿下达了罚款
300

万元的行政
处罚。随后，矿主之一秦凤新和矿长周彦贵因事故和瞒报的责任，

被本溪警方刑拘。周彦贵在拘留前对记者说：“矿上多花了赔偿金，

又挨了重罚，现在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

4

·

10

”矿难调查组组长、辽宁煤监局副局长杨泽余说，目前由
辽宁煤监局牵头，包括本溪市安监局、监察局、公安局等参与的“

4

·

10

”事故调查组已全面展开工作。调查组将通过细致调查和严厉的
责任追究措施，重拳打击事故瞒报顽症，还社会一个公正。

本溪市委常委、副市长陈继壮表示，调查组对导致和瞒报这起
事故所涉及的所有环节都会深入调查。 比如是哪位医生私开的死
亡证明， 是否存在安监人员监管不到位甚至帮助隐瞒问题等等，

“只要和瞒报有关者，都一查到底！”

（新华社沈阳
5

月
28

日电）

宁波：“行风先进医院”曝“回扣清单”

“每开出一支通用名为氨曲南的药品，医
生可拿到

6.5

元的回扣”———近日，一张神秘的
用药清单在网上论坛曝光，引发各界评说。而
惊现“回扣清单”的医院，是刚刚获得“

2009

年
宁波市卫生行风建设先进单位” 称号的宁波
市第一医院。

药价
1 ／ 5

成了药品回扣
发帖者说，这张清单是他在医院捡到的，

手写的数字代表支付给医生的药品回扣。

根据清单显示的数字计算， 该药品在该
院共销售了

4079

支，销售额
131751.7

元，共计
回扣

23755

元。每支单价
32.3

元，每开一支的回
扣是

6.5

元，也就是药品单价的
20％

。

事件曝光后， 记者来到清单中涉及最多
人数的肝胆胰外科住院部采访。 该科有

11

位
医生的名字出现在清单中，其中

7

位使用量较
高的医生被注明了回扣金额， 最高的一位总
计开出了

372

支，回扣金额达
2420

元。

据宁波一院有关负责人介绍， 氨曲南是
一种抗菌药物， 属宁波市药品集中招标的中
标品种，临床上主要应用在如肠道感染、尿路
感染等感染性疾病的治疗。 宁波一院目前在
用的氨曲南为粉针剂，规格有

0.5

克和
1.0

克两
种，价格分别为

32.3

元
／

支和
59.2

元
／

支。清单
上所涉及的氨曲南为

0.5

克规格， 属海南一家
制药公司的产品。

因为种种原因， 记者没有见到清单所涉

及的当事人。 但医院退休返聘的主任医师李
维邦告诉记者，抗生素使用是有规定的，这个
可能是二线药， 二线药就不是首选。“只有在
病人对头孢、 青霉素等抗生素药品有不适应
症时，才考虑使用氨曲南。”

记者同时了解到， 该药物在宁波一院只
有主治医生以上级别的医生才可以开具。但
事实并非如此。

有关方面迅速介入调查
突如其来的“回扣清单”，让院方深感意

外。宁波一院负责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在得知这一情况后， 院方和宁波市卫生局迅
速介入调查。初步认定，这张清单上列出的医
生确系该院医生， 在宁波市第一医院使用的
药品中也的确有这种药品。 根据清单上的用
药量，院方估计是今年某一个月的用量。

“医院发现这起事件后，便会同市卫生局
监察部门找了清单中用药量最多的医生了解
情况，并进行‘诫勉谈话’和廉政教育。”医院
党委书记兼副院长陈晓敏说， 医院对使用氨
曲南量较多的医生下发了“廉政告知书”，限
定时间要求有关人员如实说清情况， 争取从
宽处理。 目前医院已全面停止

0.5

克氨曲南这
一规格药品的使用， 并将库存药品全部退回
了公司。

按照相关规定， 浙江省卫生厅要求医生
在临床行医过程中， 严禁设立和收取药械生
产或经营单位发放的“临床促销费、开单费、

处方费” 等形式的变相回扣； 严禁为药品生
产、经销单位登记、统计医生处方或为此提供

方便。

然而，知情者分析，这张回扣单所涉及人
员、部门、数额如此精确、详细，还能打印成清
单，一般没有内部人员的帮助，医药代表不可
能拿得到。宁波市卫生局也表示，由于加大了
对统方单的管理，目前只有信息科、药房或者
医院高层才有可能拿得到这样详细的清单。

宁波市卫生局监察室主任蒋建伟说，“诫
勉谈话” 当天， 就有当事人承认了自己的错
误。现在对这起事件的调查还在进行中。卫生
局将以此为突破口， 深入了解宁波一院以及
宁波其他医院的多类药品是否存在类似问
题。

对于进行商业贿赂的药企， 也有明确的
惩治措施。蒋建伟说，一旦查实药企有商业贿
赂行为，宁波将在全市范围内封杀该药品，情
节严重的， 将对该企业进入招标序列的所有
药品给予封杀。同时，上报浙江省卫生厅，进
入商业贿赂黑名单， 两年内该公司将失去在
浙江省药品招投标的资格。

回扣是高药价根源之一
作为宁波市仅有的两家三甲医院之一，

宁波一院在市民中口碑不错。为从源头上遏
制医务人员收受药品、器械回扣和红包等行
为，早在

2001

年，宁波市卫生局就明确，凡收
受金额超过

200

元就属于违纪行为。 而最新
的刑法修正案也将医务人员收受回扣列为
违法行为，收受金额超过

5000

元的还将予以
立案。

有法有规， 可药品回扣事件为何仍屡禁

不绝？

蒋建伟介绍，“去年医院的药品收入为
3

亿多元，氨曲南属于中档药品，价格不算贵，

在药品使用中数量并不多， 在抗生素中大概
排在

20

位以后。”陈晓敏说，事发后，根据医院
药事委员会对氨曲南的用量统计， 没有发现
近期有超常使用的迹象。 如此一个用量不多
的药品，尚且能为医生提供如此丰厚的回扣，

有市民担心：“一家医院使用的药品上千种，

如果药品回扣之风不绝， 不知还有多少百姓
口袋里的钱要进入医生的腰包？”

据了解，去年，宁波市查处了一起医药代
表在当地医院公开发放药品现金回扣的案
件， 有关部门当场从其包里搜出

29

只尚未分
发完的信封，内有现金

13000

余元。

“惩治医院回扣之风要打持久战。”蒋建
伟说， 这些年来卫生局始终把医院行风建设
廉洁执业作为重中之重，不敢掉以轻心。但从
实践效果看，未敢乐观，医师收受红包、回扣
等事件还是时有发生。

“有人认为药品集中招标能够遏制回扣，

事实并非如此。”宁波市一家大医院的负责人
说， 药品中标后， 只是允许其产品可以进医
院，但实际使用多少掌握在医生手中。只有医
生多开方子他们才能扩大销售， 于是药厂就
千方百计做医生工作。一名中年医生说，医药
代表几乎无孔不入，药品回扣是公开的秘密，

只是彼此心照不宣。“氨曲南事件” 把窗户纸
捅破了。

（新华社宁波
5

月
29

日电）

责编：余保钢审读：张国亮照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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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郑黎张乐

揭开“吃费手机”的利益链

今年
5

月初，哈尔滨市民白先生
花
400

元购买了一款国产手机，放入
手机卡后一直没使用， 但几天后白
先生竟发现产生了

60

多元电话费。

经查询， 这些钱都是被服务商扣掉
的“增值业务”费用。

近期记者接连收到此类举报，

反映市场上存在大量“吃费手机”，

通过“技术手段”强行扣除消费者电
话费。记者跟踪调查发现，市场叫卖
的部分国产手机和大量“高仿”手
机、“山寨”手机，普遍存在“吃费”问
题， 工商部门表示此类投诉呈明显
上升趋势，急需加大处罚力度，切实
保护消费者权益。

记者亲历“吃费手机”陷阱
5

月中旬，记者在哈尔滨市进入
淘宝网一家比较红火的网店， 咨询
一款标识为某国际品牌的新手机，

但价格却比商场卖的品牌手机低很
多， 该店仅这一款手机每月就销售
百余部。

卖家介绍，该款手机来自深圳。

记者买下该款手机后， 发现在游戏
菜单下有“功夫小鸡”、“读心术”、

“打老鼠”、“超级宇宙英雄”等
4

个游
戏项目。点击一个游戏，手机马上显
示向外发送短信，记者赶紧退出，事
后查询话费详单，发现

8

元信息服务
费，每条

1

元，是通信运营商为深圳
市创世互动科技有限公司代收的。

上网咨询卖家， 对方给记者发
来一个网址，上面说，深圳市创世互
动科技有限公司正与中国移动及中

国联通合作，开展“向手机用户提供
丰富的娱乐游戏业务”。卖家还发来
一个网址的链接，是卖家网站上“关
于山寨手机内置程序吸费， 自动拨
号以及自动发送短信的解决办法”。

显然，卖家知道手机“吃费”。

记者随后向移动公司客服人员
投诉，客服人员承认，信息服务费可
能是手机内置了收费软件或者定时
发送程序， 目前反映这个问题的较
多。考虑到记者的身份，一个外地手
机号向记者手机卡里存入

8

元钱。随
后， 移动客服发来短信， 称退费成
功。

据哈尔滨市工商局消保处处长
王绪坤介绍， 从

2007

年至今，

12315

受理的涉及中国移动的“吃费手
机”、擅自增减业务、违约不履行合
同的投诉

7206

件， 受理涉及中国联
通的投诉

8438

件， 受理的涉及中国
电信的投诉

4898

件， 而且
2010

年比
2009

年呈现出上升趋势， 其中投诉
“吃费手机”的占四成。

近期， 哈尔滨市工商局召集手
机经销商、运营商开会，要求凡是装
有内置收费菜单、捆绑软件、定时发
送程序的手机一律下架。

5

月中旬，

执法人员在市场检查时发现， 很多
国产手机柜台空了， 哈尔滨大世界
商城三楼手机专区、 亚细亚通信商

场等卖场的业户甚至歇业拒查。

“吃费手机”背后的四大利益主体
记者调查发现，“吃费手机”涉

及巨大的利益， 在其黑色的利益链
条上，有四个主体：方案设计商、增
值业务服务商、厂商、通信运营商。

哈尔滨市工商局工作人员表
示，要想从用户预存的话费中扣费，

必须通过通信运营商的结算平台和
话费支付系统。“这意味着相关厂家
必须与通信运营商达成默契， 通信
运营商则收取一定的使用费。 这就
像是一个杠杆，一边是手机用户，一
边是增值业务服务商， 杠杆则是通
信运营商。”

黑龙江凌志数码产品连锁销售
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安胜说， 暗藏
收费软件的手机集中在国产二线品
牌以及“山寨机”、“贴牌机”上，主要
表现为：“一键上网， 无收费提示”、

“收费项目”无二次确认、“娱乐游戏
生活等功能菜单点击即发送短信”

等等。少数手机，即使用户不点击也
会自动发送短信。 这些收费少则一
元，多则包月几十元，给消费者带来
经济损失。

王安胜说，这些“吃费手机”，多
是由主板设计方案商与不法

SP

短信
商合作在主板上强行添加， 卖给手
机生产商，制造并投放市场。顾客在

不知不觉中购买到这种手机， 在手
机使用中被动发送短信， 产生流量
及短信费用损失； 而巨额利润则由
SP

短信商、方案商、手机生产厂商、

通信运营商瓜分。

另一位曾经营手机增值业务的
企业负责人坦言， 关键是要与通信
运营商建立协议关系。一般来讲，手
机厂家会找一家“有实力”的增值业
务服务商， 即与通信运营商有协议
的，来运作这个事情。

据记者调查，“吃费手机” 对一
些大型品牌手机销售商形成了冲
击。他们坦言，销售“吃费手机”弊大
于利， 因为卖这种手机本身利润不
高， 而他们又不参与链条上的利益
分配，如果顾客投诉，还要退机，并
且影响苦心经营的品牌信誉度。

“吃费手机”顽疾因何屡禁不绝
北京市消协法律顾问、 电信消

费专家邱宝昌认为，“吃费手机”不
是一个区域性问题， 已蔓延至全国
各地。这一问题涉及质检部门、工信
部门，除了手机制造外，还有手机入
网、软件设置等环节。“吃费手机”现
象十分恶劣， 暴露出我国通信消费
服务监管方面的不足。

“吃费手机”是新生事物，现有
法律存在处理盲区。 哈尔滨市工商
局法制处副处长王伟民等人表示，

隐瞒真相，不告知消费者，已涉嫌
商业欺诈。对于在手机里恶意设置
自动发送程序， 则涉嫌盗窃犯罪。

但现有法律认定盗窃和欺诈的主
体必须是自然人，而“吃费手机”涉
及方案设计、手机制造、增值服务、

运营商多个环节， 没有自然人直接
参与。

同时， 有关部门对手机制造的
应用软件缺乏明确规定， 相关监督
也比较弱。而“吃费手机”正是利用
了这个空当， 在手机中强制植入软
件程序， 并通过费用代收划拨的方
式获取钱财。

专家普遍认为，“吃费手机”等
通信资费各类欺骗之所以频频出
现，根源在于行业垄断，最直接的原
因则是通信行业实行的增值服务费
代收模式。 哈尔滨市消费者维权律
师团成员刘剑锋等人表示，“这种模
式的最大缺陷是忽视了消费者的知
情权， 为不法之徒炮制各类资费陷
阱提供了温床。”

“未来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

‘吃费手机’ 现象可能更加普遍，急
需下大力气进行专项治理。” 北京邮
电大学教授曾剑秋说。 相关专家认
为，从短期措施看，应首先从制造厂
商入手，加强手机植入软件的监督规
范。同时开展专项行动，质检、工信、

工商等部门联动，坚决打击“吃费手
机”从制造到流动的整个链条。从长
期看，治理“吃费手机”等通信资费乱
象，必须立足行业改革和行业监管制
度建设，切实尊重消费者权益。

（新华社哈尔滨
6

月
2

日电）

□

新华社记者梁书斌张舵

□

新华社记者张道生齐海山林艳兴

□本期聚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