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汽车召回法规要从部门规章升级为条

例，酝酿多年的汽车召回条例出台在即。

2 月 3 日，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发布关于

《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征求意见

稿）》，明确规定：汽车生产经营者拒绝配合

质检部门缺陷调查的，将被处以最高 100

万元罚款；若拒不对缺陷产品实施召回，情

节严重的可直接吊销相关许可。有关单位

和各界人士，可以在今年 3 月 4 日前，提供

意见和建议。

据透露，该条例已列入国务院立法计

划，有望今年出台。

美国：质量越好 召回越多

汽车是一个极其复杂的产品，涉及上

万个零部件，而这些零部件又是由成百上

千个配套厂家生产的，尽管各大车商都有

非常严格的质量控制体系，但在制造过程

中仍会出现安全问题。

因此，汽车召回制度应运而生。1966

年，美国出台《国家交通与机动车安全法》，

标志着美国汽车召回制度正式登场。随

后，日本、英国、法国也开始实施汽车召回

管理。

在美国，平均每周召回超过 10 次。对

不 实 施 汽 车 强 制 召 回 的 厂 家 罚 款 高 达

1500 万美元，如果厂家隐瞒严重质量缺陷

及真相，其负责人可能被判刑 15 年。

最近，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

表示，2011 年，美国市场共召回汽车 390 万

辆，其中本田名列“榜首”。

从 1966 年至今，美国共召回了 2 亿多

辆整车。全球几乎所有汽车制造厂在美国

都曾有过召回经历。正因为实施严格的汽

车召回制度，美国汽车的质量和安全性能

持续提升。

美国消费者普遍认为，汽车出现安全缺

陷，通常与汽车的制造水平和产品质量没有

必然的联系。相反，发现产品缺陷立即主动

召回，表明汽车制造商对产品和消费者负

责，也体现了制造商的信誉和实力。

召回条例行之有效是关键

与世界知名汽车品牌纷纷召回形成鲜

明对比的是，中国大多数自主品牌汽车却

很少召回。

2004 年 ，中 国 开 始 实 施 汽 车 召 回 制

度，汽车召回在中国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少

到多的巨变。

统计数据显示，在 2011 年，国产汽车

召回 38 次，进口汽车召回 44 次，分别低于

2010 年 的 60 次 和 63 次 。 从 召 回 数 量 上

看，国产汽车超过 170 万辆，超过 2010 年的

100 万辆。但对比美国等汽车发达国家每

年的汽车召回数量，中国每年的汽车召回

数量与全球最大新车市场的规模和突破 1

亿辆的汽车保有量极不相称。

必须一提的是，甚至像捷达、桑塔纳这

样的销售超过 200 万辆的国民车，都未曾

被召回，这是中国独有的神话，在世界汽车

召回史上，还从未有销量超过 50 万辆却没

召回过的汽车。

耐人寻味的是，2011 年，中国汽车销

量达 1850.51 万辆，连续三年成为全球第

一大汽车市场，但去年，中国仅有 1 例自

主 品 牌 召 回 的 尴 尬，奇 瑞 瑞 麟 X1，召 回

3200 辆，仅占 2010 年国内乘用车召回总

量的 0.2%。

国家质检总局缺陷产品管理中心主任

陈飞指出，从表面上看，目前，中国许多汽

车的召回由企业主动实施。但事实上，这

是缺陷产品管理中心深入调查并掌握了充

分的证据后，厂商才最终实施召回的。

国产汽车品牌不召回的背后是制度缺

失，汽车制造商逃避召回，立法、监督与执

法上的疏漏难辞其咎，中国汽车的召回制

度急需完善。

可喜的是，《汽车产品召回监督管理条

例（征求意见稿）》的出台，其一大亮点是

“责令召回”，规定“生产者应当依照本条例

规定召回缺陷汽车产品；生产者应当召回

缺陷汽车产品而未实施召回的，国务院质

检部门应当按照本条例的规定责令其召回

缺陷汽车产品”。

业内人士称，汽车召回规章一旦升级

为条例，汽车召回管理的监管范围、监管力

度、威慑力、罚则上限等将全面升级。

■ 本报特约记者 陶海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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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召回意见稿发布

中国式召回怪象有望改变

央行要求满足
首次购房家庭贷款需求

央行日前发布消息称，央行将加

大对保障性安居工程和普通商品住房

建设的支持力度，并提出“满足首次购

房家庭的贷款需求”。这是央行继住

建部之后再次释放满足首套房贷需求

的信号，此举使市场对于首套房利率

放开的预期进一步增加。

第一季度有色金属工业效益
或现零增长

中 国 有 色 金 属 工 业 协 会 日 前 预

计，今年有色金属年均价格可能略低

于 2011 年的年均水平，今年第一季度

甚至到上半年仍将维持 2011 年第四

季度以来上下震荡的格局，下半年有

可能回升。因此，2012 年有色金属工

业经济效益的增幅将会明显回落，第

一季度有可能出现零增长。

上汽拟复活上海牌轿车

“‘上海’牌已经列入上汽集团乘

用车的产品规划中，但目前尚处于规

划阶段。关于该品牌恢复量产的相关

信息将在有确切复产计划后公布。”日

前，上汽集团相关人士如是表示。

瑞士两大矿商同意合并
将成全球第四大矿企

总部位于瑞士的全球最大的大宗

商品交易商嘉能可和瑞士矿商斯特拉

塔日前宣布，双方同意合并，并称新公

司将成为继三大矿山（澳大利亚必和

必拓、巴西淡水河谷、澳大利亚力拓）

之后的全球第四大矿业集团。

百胜或将在中国市场
进行大规模提价

百胜集团首席财务官里克卡诺西

日前表示，百胜集团有意在今年内把

中国市场利润率提高到 20%左右，因此

希望通过更高的产品价格来抵消部分

食品和劳动力价格通胀带来的压力。

（本报综合报道）

经过忐忑的 2011 年，2012 年电荒或还

将继续。

日前，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以下简称中电

联）发布《2011年全国电力供需情况及2012年分

析预测》指出，受装机特别是火电装机增长慢、电

煤供应不足、水电来水不确定性大等因素影响，

预计2012年全国最大电力缺口为3000万千瓦

至4000万千瓦，电力供需仍然总体偏紧。

据了解，2011 年，受水电出力下降、电

煤供应紧张、电源电网结构失调、经济和电

力需求增长较快等因素影响，中国共有 24 个

省级电网相继缺电，最大电力缺口超过 3000

万千瓦。而今年，全国新增电力装机容量将

比去年减少约 1000 万千瓦，是 2006 年以来

投产最少的一年。行业统计数据显示，中国

火电投资连续 6 年同比减少。2011 年，火电

投资仅为 2005 年的 46.4%，同比减少 26%，火

电投资占电源投资的比重下降至 28.4%。

而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2011年，全

国电源工程建设投资完成 3712 亿元，比上年

减少258亿元，其中水电完成940亿元，同比增

加14.8%；火电投资1054亿元，减少372亿元。

“2011 年，东北、内蒙古西以及西北地区

仍有 3000 万千瓦左右的电力无法输送到华

东、华中等电力紧张地区，造成缺电与窝电

并存。”中电联一位研究人员对此表示担忧。

海通证券分析认为，国内电网仍面临

电厂地域性分布不均衡，造成局部性缺电

的问题，解决此问题将主要依靠超高压、特

高压远距离输电。根据国家电网公司计

划，2012 年，国家电网公司将完成固定资产

投资 3362 亿元，其中电网投资 3097 亿元，

重点建设特高压和配电网，并计划 2012 年

解决特高压和配电网“两头薄弱”的问题。

对此，业内人士呼吁，缓解电荒，制度

改革远比行政干预重要。

某地方电力行业人士坦言，在电力市

场化之前，电力企业只能寄希望于行政干

预能够彻底一点。“如果政府能够启动强力

监管，出台配套价格干预措施，政令便可以

执行到位。关键是国家想不想管。”

而中电联在电力供需分析报告中对煤

炭供应、煤价管理、煤电联动、铁路运输等

方面提出若干政策建议，如尽快释放煤炭

产能、增加国内煤炭产量，控制国内煤炭出

口、增加煤炭进口规模，确保电煤充足供

应；做好电煤价格监督检查工作，整肃流通

环节，严格控制电煤到场（厂）价格等。

上述中电联研究人士表示：“针对电力供

应紧张的局面，要加快西部、北部大型煤电基

地规模化、集约化开发，应用特高压、大容量

直流等先进输电技术将电力输送到中东部负

荷中心，缓解铁路、公路煤炭运力不足的矛

盾，实现更大范围内能源资源优化配置。”

2012年电荒或将继续加大
■ 本报记者 王 熙

本报讯 据悉，中国、美国、俄罗斯及

印度等 26 个国家将于 2 月 21 日在莫斯科

召开会议，共同商议应对欧盟航空碳排放

交易体系的对策。

中国和欧盟本月将在北京召开中欧领

导人峰会，欧盟领导希望在这次会议上能得

到中国的支持来应对欧洲债务危机。而就

在中欧峰会即将举行的前几天，中国政府明

令禁止本国航空公司加入欧盟单方面制定

的碳排放交易体系，立场非常强硬。

以上各国均表示，欧盟从 2012 年 1 月起

开始向所有在欧盟境内起降的飞机强行征收

碳税的政策既不公正，也不合法。欧盟方面

则表示，为了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在世界各国

开始为减少飞机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做出努力

之前，欧盟不会放弃向航空公司征收碳税。

另据外电报道，欧盟气候行动司司长德

贝克日前称，如果今年各国在创建全球排放

控制体系上取得显著进展，欧盟或将暂停实

施要求航空公司为其温室气体排放承担责任

的新法规的部分内容。德贝克的态度明确显

示了欧盟正在考虑如何缓解与其最重要贸易

伙伴因新排放法规产生的冲突。 （辛 华）

中美俄26国
将共商抵制欧盟碳税

国资委官网最新数据显示，2 月 3 日，纽约棉花期货 2012 年 3

月 合 约 结 算 价 96.3 美 分/磅，较 1 月 30 日 上 涨 2.2 美 分/磅，涨 幅

2.3%。受此影响，当日，国内 32 支纯棉普梳纱报价 26550 元/吨，

较 1 月 30 日上涨 250 元/吨，涨幅 1%；涤纶短纤报价 12250 元/吨，

较 1 月 30 日上涨 50 元/吨，涨幅 0.4%。

本报记者 季春红 摄

扭转“弱势并购”

中国“大象级”海外并购潮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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