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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闵云霄

2010年 12月 7日，贵州纳雍县交
通运输局第一次向社会公布，毕节黔
运出租车有限公司中标获得 50 辆出
租车经营权，该公司花巨资购进了几
十辆出租车不久，参与投标的纳雍县
腾龙运输有限公司就向多个部门反
映，中标的黔运公司和毕节百联时代
出租有限公司在投标的过程中，涉嫌
违法围标。
“纳雍县检察局调查核实后向交

通局下达了检察建议书，应依法取缔
黔运和百联中标人资格，可是一直未
得到公正。”按照腾龙公司负责人余忠
的说法，纳雍交通局久拖不管的原因，
是因为县领导意见有分歧。但此说法
未得到相关证实。

可以肯定的是，至今，黔运购进的
几十辆出租车尚未上路，招标事件尚
未“尘埃落定”，一年过去，纳雍出租车
经营权招标是否违规操作，“仍在调查
中”。该事引起了业内极大的关注。

经营权公开招标

纳雍县位于贵州西北部，方圆 4
公里的县城，已有 50辆出租车运行。
纳雍最早的出租车公司成立于

2003年 9月，但市场运行一般。现在
营业的 50 辆出租车大多以挂靠的方
式完成公司化管理，产权仍属于私人。
“随着本地煤炭资源的开发，纳雍县经
济一直不断攀升，流动人口在增多，形
成了很大的市场空间”，一位出租车司
机告诉记者，2006年前后，纳雍县城
内启动公交车运行后，和出租车形成
竞争，但是由于出租车只有两元的起
步价，所以还能分一杯羹。
不过，纳雍出租车市场管理不太

完善。政府也开始意识到，“出租车营
运市场出现的问题，集中表现在运力
不足和出租车供不应求，形成了特殊
的‘卖方市场’”。
关于纳雍县出租车招标的最早信

息来自 2008年 11月，纳雍县物价局
曾召开过一次出租车经营权出让听证
会。也就是说，从那时起，纳雍县准备
投放一批出租车。

2010年 11月，纳雍县交通局作
为招标单位，委托中招国际招标有限
公司发布了“城市出租汽车经营权有
偿出让招标公告”。
公告称，该次纳雍县出租车特许

经营权出让数量为 50辆，每辆出租车
车牌仅限投入一辆出租车，即一车一

权一证（照），建设资金来自中标人全
额出资，项目出资比例为 100%。其经
营模式为，中标企业必须实行公司经
营，与司机签订劳动合同，明确劳资关
系，不得转让或变相转让出租车经营
权，经营权转让必须经相关行业管理
部门审批，不得利用出租车经营权，以
车辆挂靠、一次性“买断”收取“风险抵
押金”、“财产抵押金”、“运营收入保证
金”和“高额承包”等方式向司机转嫁
投资和经营风险。

按照纳雍交通局的要求，参与投
标单位必须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和相应
经济能力，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批准
成立的国内城市公共客运交通注册企
业，注册资金在 400万元（含 400万
元）人民币以上，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行
为能力，有 3年（含 3年）以上从事城
市出租汽车经营管理的企业或有 3年
（含 3年）以上从事道路客运管理的企
业。

出租车特许经营权有偿使用年限
为 8年，自签订经营合同之日起开始
计算，出让期届满，经营权终止。这 50
辆出租汽车招标标的按批复文件之规
定确定，经营权有偿使用费一次性缴
纳。
报名时间是 2010 年 10月 29 日

至 2010年 11月 8 日。截止到报名最
后一天，参与项目投标的共 7家企业。
余忠即为其中之一。
从 2003年至今，余忠一直看好纳

雍县城出租车市场。在经营权招标中
铩羽而归，让参与投标的余忠如鲠在
喉。

2010年 12月 7日，贵州纳雍县交
通运输局第一次向社会公布，毕节黔
运出租车有限公司中标获得该次出租
车经营权，于是购买了 50辆轿车。

余忠气愤的不是没有中标，而是
纳雍黔运公司和毕节百联时代出租有
限公司在投标的过程中，没有 GPS系
统，不符合招标条件，参与竞标，有失
公正、公开的原则。

举报与纠葛

2010年 12月中旬，余忠不断向
纳雍县政府、毕节地区纪委等部门举
报。
按照腾龙公司负责人余忠的说

法，“纳雍县监察局调查核实后，发现
黔运公司和百联公司有违标行为，监
察局向交通局下达监察建议书，按理
应依法取缔黔运和百联中标人资格，
可是一直未得到公正”。

余忠告诉记者，县监察局下发监
察建议书后，黔运出租车有限公司曾
经通过交通局向腾龙公司提出 9个问
题，并索要上千万元的损失。

在腾龙公司给交通局的一份书面
答复中，该公司对于黔运公司产生的
50辆车的保险费用、购车费等费用愿
意协商解决。但是对于黔运公司投标
费用等等表示不予接受。

腾龙公司一位员工告诉记者，“挂
靠百联时代公司的艾华要交给公司 8
年管理费以及另外一个合作人王锡国
的费用 144万元，王锡国为黔运工作
纳雍区域负责人，既然百联不中标，为
什么还要交给王锡国费用？艾华妻子
罗梅林为百联公司负责人，他们通过
围标产生的费用为违法费用，建议提
请司法和监察部门审核此费用的合法
性以及对此费用的处理结果”。

记者前往县委党校看见，目前尚
有黔运公司花巨资购进的共 50 余辆
出租车摆放着。

在采访过程中，纳雍县监察局局
长胡讯告诉记者，当时查办此案的经
办人员不在单位，记者随后找到一位
姓蒋的经办人员，该人声称有事就离
开了办公室。

对于招标过程是否违规问题，记
者曾三次来到纳雍县交通局采访，局
长高勇祥说，招标过程是由交通局下
属的客管局负责具体操作，目前县里
已经成立了调查组，10 余名调查成
员在毕节、贵阳多地展开调查。“我
到现在都没有看过标书”，至于是否
存在围标问题，高勇祥表示“不清
楚”。
高勇祥告诉记者，通知客管局局

长陈颂次日接受采访，第二日，记者前
往纳雍县交通局时，不见高勇祥，也不
见陈颂。拨打高勇祥的电话，对方短信
回复“开会”两字便没有消息。记者两
次拨打陈颂电话，一次声称在乡下，一
次声称在邻县大方看望亲戚。

高勇祥透露的一个细节是，由于
艾华和王锡国因另案被司法机关关
押，所以，调查组曾前往看守所调查
过。艾华的妻子罗梅林在电话中告诉
记者，目前在外地，等回来后再接受采
访，但是后来记者多次拨打电话，均未
接应。王锡国妻子徐梅在接受记者采
访时称，已退出出租车经营权的事件，
不再参与此事。

作为县政府重新调查组建的调查
组成员、纳雍交通局纪检干部卢梅面
对记者采访时的回答耐人寻味：无论
你问什么问题，我都只有一个答案，那

就是等政府的调查出来后再说，一切
以调查组的意见为准。

未了局

纳雍出租车经营权招标事件，市
民一直关注，久拖未果也让政府骑虎
难下。

早在 2010年 10月 28日，在纳雍
县政府县长信箱里有人咨询：于纳雍
县出租车购买需要哪些程序? 大概市
场价多少钱一辆? 政府近期还投放出
租车吗?现在市场共有多少辆出租车?

次日县长信箱回复：目前出租车
正在招标中，条件、价格暂不清楚。待
具体的方案出台后会及时公布。

一年后的 2011年 10月 30日，有
网友反映：现在纳雍的出租车真难打，
特别是上班高峰，黑车比红的多，危险
呀，新增 50 辆为何迟迟不上路?难道
新增 50辆车取消了吗?

县长信箱的回复是：县委、县政府
高度重视，已加大“黑的”的打击力度，
同时请广大市民不要乘坐“黑的”，让
“黑的”没有生存的市场。 目前党校
内停放的 50辆未上市的出租车，由于
有群众反映招标中存在问题，引起县
委、县政府的高度重视，已组织相关人
员对该情况进行调查核实，目前调查
情况已完成，待上报县委、县政府相关
领导后，作出处理意见，再根据处理意
见抓紧上市营运。

其实，全国多个城市的状态也如
此。一边是出租车难打，另一边是“黑
车”猖獗，对此，昆明出租车行业协会
会长刘刈认为，增加出租车能解决这
一尴尬局面，但同时他也提出，新增的
出租车经营权应从定价性招标向服务
性招标转变，可以避免给经营者造成
较大成本压力，进而影响出租车从业
者的服务质量。

因为民间炒出租车牌照，一方面
是由于就业压力，一方面也源于出租
车资源稀缺。一旦增加出租车数量，这
有利于遏制炒牌行为。

记者最新了解的情况是，毕节百
联时代出租有限公司负责人也出来指
认，在招标过程中，艾华等人曾经邀约
自己拿钱出来公关，参与投标的两份
标书是运用先前的一份修改制作而
成。

由此可见，纳雍出租车经营权的
纠葛，还有更多的背景或变数。同时，
政府部门组织的调查，或许也面临太
多的考验。最后结果如何，记者将继
续关注。

纳雍出租车经营权涉嫌围标

本报记者 张龙

商务部近日出台了清洁清洗行业的三项标准，分别
为《清洁行业企业资质评价体系》、《清洁行业经营服务
规范》、《集中空调通风系统清洗技术管理规范》。上述三
项标准已于 2011 年 11 月 1 日生效，并在全国范围内正
式实施。

中国商业企业管理协会清洁服务商专业委员会（以
下简称中清协）秘书长李军 11 月 10 日告诉《中国企业
报》记者，上述三项标准是中国清洁清洗行业首批行业
标准颁布，将会使清洁清洗行业走上规范和可持续发展
的道路，具有里程碑式意义。
“上述规范将通过商务部以文件形式下发到各地方

政府，将上述标准规范纳入市场运营之中，如进入各地
方政府的招投标采购办等，目前在上海、深圳等经济发
达地区的实验效果已经证明了它的可行性。”李军说。

据了解，清洁清洗行业的产值已经占到欧美发达国
家 GDP 的 5%以上，中国还不到 1%，市场前景较为广
阔。以创业板为例，截止到目前，平均融资额最高的是清
洁技术行业，共计 14 家企业登陆深圳创业板，合计融资
145.52 亿元人民币，平均每家企业融资 10.39 亿元人民
币。

保障行业健康发展

李军告诉记者，三项标准的出台，有效规范了清洁
清洗市场的专业领域与适用经营规则，为中国清洁清洗
行业提供了统一的市场准入标准，将对中国清洁清洗行
业健康的、有序的、可持续性的发展提供可靠保障。

而这三项标准的出台也是一波三折。2008 年，根据
商务部商办建函 [2008]11 号文件，批准由“中清协”牵
头，启动标准制订工作，此次实施的三个标准经历了近
3 年时间完成。

据了解，广义的清洁产业包括了四个领域：公共公
用设施清洁、个人及家居清洁、工业清洗清洁、市政环卫
清洁。

在公共公用设施清洁方面，上海一家企业总裁沈宏
表示，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速，4 亿人口进入城市，直接
为以公共公用设施清洁为主业的企业带来了机遇。

事实上，早在 2003 年，有关方面就注意到了清洁行
业急需得到发展。2003 年 SARS 疫情出现以前，中央空
调清洗并没有得到重视，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疫情。

统计数据显示，北京有 10 万栋带中央空调的大楼，
每年的工程清洗费用不少于 100 亿元。2008 年奥组委
牵头审批的专业中央空调清洗企业有 400 多家，但目前
剩下不足 40家，造成了“冷—热—冷”的尴尬局面。
“尽管市场需求很大，但企业没有标准和规范去约

束，导致了市场上企业良莠不齐，大批企业被迫倒闭。”李
军说。 有专家认为，中国清洁清洗行业处于较为混乱
状态，没有一个完整的运行规范体系，各类纠纷、破坏环
境等不良现象频发。

此次出台的《清洁行业经营服务规范》和《清洁行业
企业资质评价体系》是清洁行业基础性标准文件，规定
了清洁清洗行业的服务范围、领域的划分和各项资质的
认证与管理办法，标准的执行会得到国标委和商务部政
策支持。其构架的评价系统将客观有效地评价企业的专
业水平和实力，引导市场有序竞争和发展。

更为细化的《集中空调通风系统清洗技术管理规
范》规定了集中空调通风系统专业清洗设备、专业清洗
机构、清洗操作规程和清洗过程中的工程监管与清洗后
的检测验收。集中空调清洗是近几年发展起来的新兴行
业，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急需一套完整的市场运行管
理体系和技术规范，保障行业健康发展。

10万家企业因“规范”将面临洗牌
李军告诉记者，中国清洁清洗行业的从业人员在

2000 万人以上，有 10 余万家企业，长期以来，该行业处
于恶性竞争状态，企业普遍经营艰难，职工工资水平是
社会最低工资标准，目前，全行业已经出现“人荒”现
象，技术人才短缺，极度需要配套政策出台。

广州一家清洁制品企业负责人表示，国内清洁用品
制造企业多数是出口企业，同行业之间的竞争非常激
烈，有时候面对国外同一客商甚至会出现互相拆台的局
面，即使接到了国外的定单，很多公司也只能是处在微
利或者无利的边缘。

相比之外，根据美国国际清洁卫生协会的统计，目
前全世界有近万家的清洁用品供应商，具有代表性的有
Rubbermaid、IP、Tuway 、3M 等清洁用品生产商，每年的
营业额达数百亿美元。其中欧美、日本等发达国家占了
2/3 的比例。其年产值超过 500 亿美元。在这些国家，制
定了清洁行业标准来确保清洁行业的健康发展。

此外，企业经营模式过于单一也是一大顽疾。有专
家称，很多中国清洁用品制造商的销售大部分依赖出口
和贴牌加工。必须要逐步改变现有的经营模式，从依赖
出口贴牌加工制造逐步过渡到自主研发、生产、销售自
有品牌产品为主，代加工为辅的经营模式；根据中国清
洁市场的特点，生产出适合中国本土消费市场的清洁用
品。

该专家同时表示，清洁行业还面临着地区发展不均
衡的问题，目前主要集中在广州、宁波、上海、江苏等
地；行业分工协作还没有形成规模，专业化生产设备短
缺、不利于集约化生产，产品质量良莠不齐。更多的企业
在此次出台的规范标准的合格线之外。

李军说，此次规范和标准的出台相对来说是“温和”
的，对于达不到标准的企业，有关部门和协会将会予以
培训，还要通过信息平台，使真正困难的创业企业得到
扶持，不能一棍子打死。

地方政府也在为扶持这个行业作出努力。上海市政
府曾经开出了一个总标的额上千万元的年度户外清洁
用具采购预案，其他省市的政府相关部门也在加大清洁
用品投资，并帮助和扶持更多的企业加入到清洁行业中
来。

10万家企业
亟待规范化管理

商务部出台的清洁清洗行业
三项标准于本月实施

一支出厂价仅为 6毛左右的 2毫
升克林霉素磷酸酯注射液，经过批发、
销售等多个环节后，最终在医院的零
售价为每支 12.65元，2000%的中间利
润着实令人惊叹。

11月 13日，央视《每周质量报
告》栏目曝光了一组药品利润的数据，
一些地方药品集中采购的中标价比实
际出厂价高出几倍甚至十几、二十倍。
上述药品便是中标价与出厂价的价差
最高者。

无独有偶。在对山东潍坊顺通医
药有限公司和潍坊市华新医药贸易有
限公司非法控制复方利血平原料药，
哄抬价格、牟取暴利，致相关制药企业
停产的情况进行了调查的基础上，国
家发改委对两家企业做出了逾 700万
元的严厉处罚。
“事实上，医药流通环节的暴利长

期存在。”业内人士告诉《中国企业报》
记者，要解决这一顽疾，药品招标制度
的改革势在必行。

药品高价链条曝光

央视《每周质量报告》对抗菌、消
炎、治胃病的 20种常用药进行了一年
调查后发现，这些药品进入北京各大
医院销售，中间利润均超 500%，其中
辅仁药业集团生产的天麻素注射液从
出厂到终端，中间利润约 1100%；山东
方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甲砜霉
素胶囊，中间利润超过 1100%；扬州市
星斗药业生产的 0.25 克甲砜霉素胶
囊，中间利润高达 1400%以上。

有媒体报道了其中的细节。克林
霉素磷酸酯注射液的销售代理公司北
京紫华康太医药公司负责人透露，该
注射液出厂价每支 6毛多，公司以 4
元的价格卖给医药代表，每支所赚 3
元多很大部分是招投标所花的费用。

该负责人透露，该注射液高价中
标之后，为了让北京的各大医院采购，
他们还要给医院、医生、医药代表所谓
的“返费”，也就是回扣。该医药公司以
每支 4元钱价格，将克林霉素磷酸酯
注射液卖给医药代表，医药代表再以
中标价 11元钱卖给医院，中间差价 7
元钱。这个中间差价就是“返费”。

值得注意的是，去年 5月份，该栏
目还报道了“天价芦笋片”事件：出厂
价 15.5元的芦笋片市场价格为 30元
钱，医院竟然卖 213元，利润达 13倍。

而遭到国家发改委处罚的两家山
东医药销售公司的做法则有“异曲同

工之妙”。
2011年 6月 9日，山东顺通和山

东华新分别与国内仅有的两家盐酸异
丙嗪生产企业签订《产品代理销售协议
书》，垄断了盐酸异丙嗪在国内的销售。

协议书内容主要有：一是两公司
分别独家代理两家企业生产的盐酸异
丙嗪在国内的销售；二是未经过山东
顺通、山东华新授权，这两家企业不得
向第三方发货。两公司控制原料药货
源后，立刻将销售价格由每公斤不足
200元提高到 300—1350 元不等。多
家复方利血平生产企业无法承受，被
迫于 2011年 7月全面停产，目前仅靠

库存向医疗机构维持供货，市场已经
出现供应紧张的情况。

据了解，复方利血平是列入国
家基本药物目录的抗高血压药，全
国目前有上千万高血压患者长期依
赖此药 ,年消费量约为 80—90亿片。
山东两公司违法行为情节严重，

性质恶劣，国家发展改革委依据《反垄
断法》的规定，责令山东两公司立即停
止违法行为，解除与盐酸异丙嗪生产
企业签订的销售协议；对山东顺通没
收违法所得并处罚款合计 687.7 万
元，对山东华新没收违法所得并处罚
款合计 15.26万元。（下转第十版）

医药流通的“高价”链条
本报记者 李志豹

纳雍出租车经营权的纠葛，还有更多的背景或变数。同时，
政府部门组织的调查，或许也面临太多的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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