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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志坚

舆情

“篡改门”拷问蒙牛良心

数据制作：蔡芳 刘曼丽

8 月 20 日，浙江省工商局举行
“全省食品安全大整治百日行动”最
新战果的新闻通报会，在公布的十
大典型案件中，关于生产日期造假
的案件占了一半，而蒙牛就在其中。

随着新媒体的跟进热议以及平
面媒体、电视媒体的关注报道，蒙牛
“篡改门”成为社会舆论关注的热
点，进而成为又一宗令蒙牛方面坐
卧不安的负面舆情事件。

8 月 22 日，蒙牛方面通过官方
微博就这一事件进行说明，通报了
事件的相关事实，然而并没有就舆
论关切的赔偿问题及时回应。

23 日，媒体和网民集体质疑蒙
牛对于这一事件失当的处置方式，
认为只是承认篡改日期这一事实，
而未尽赔偿事宜，且未向消费者致
歉，有失诚意。

不满舆论持续了数日，直到 28
日，蒙牛高层到香港提振股民信心
时表示，蒙牛对所有消费者已做出
相应赔偿，会全面回收有问题产品，
今年还将大力整顿销售环节的质量
体系。同时表示，集团正研发新防伪
技术，可以阻止篡改日期。

虽然此次“篡改门”引起了不小
的舆论震动，亦给多事的蒙牛带来
诸多质疑和压力，然而事件并没有
重创蒙牛股价，20日至 29日，8个股
票交易日，蒙牛股价仅在事发当天
（20 日）和 23 日小幅跌落外，其余 6
个交易日均为涨幅，且 29 日的上涨
幅度较前几日高出了 1 个百分点。
媒体信息传播

（一）新闻报道走势
网络媒体首先曝出蒙牛“篡改

门”事件后，前四天时间新闻量大幅
上升，表现出翻倍增长态势，这对于
发生负面舆情的知名企业来讲，十
分普遍。

8 月 20 日、21 日，仅有网络媒
体参与这一事件的报道、传播，且限
于未有最新新闻素材，前两日的报
道相对偏少，且多是关于事件曝光
的相关报道。

22 日，随着纸媒的介入，如《法
制日报》在头版和第六版对事件的
报道以及蒙牛方面举行的媒体见面
会和蒙牛官方微博作出的事件说
明，当日新闻量超过 310篇次。

23日，除了纸媒外，电视媒体亦
加入报道队列。因前一日蒙牛方面
的回应，各类媒体纷纷聚焦，各种相
关新闻交织于网络，事件迎来媒体
关注高潮。

24日，众多网民通过百度主动
检索这一事件，了解相关情况，于是
蒙牛“篡改门”事件，一跃升至百度
实时热点排行榜的前五名，当天网
民检索量接近 2万次。

此后，随着蒙牛方面相关工作
的开展，有关新闻报道量逐渐回落。
29 日，受前一日蒙牛高层再次回应
影响，当日新闻量大幅回升。

从跌宕起伏的新闻数据曲线图
来看，传统媒体的参与，不但联动了
更多网络媒体积极跟进事件的传
播，亦对事件推波助澜。表明传统媒
体在引导舆论、设置议题的作用上，
仍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二）微博信息走势
从每日微博信息走势来看，腾

讯、新浪微博网友对此事的关注有
着很大差异，所呈现的微博信息总
量悬殊。
微博信息与新闻报道每日走

势，在曲线轨迹上有着一致性，即随
着新闻媒体报道量多少的变化，微
博信息量也随之变化，且呈正相关。
新闻报道走势左右着微博信息的走
向。
腾讯微博信息走势大起大落，

最高一日微博量超过 4 万条，网友

对此事件的关注集中在 22 日至 24
日。而新浪微博每日信息量并无太
大差别，亦走势相对平稳。腾讯、新
浪微博信息量最高的一日均出现在
8月 23日，正是当天传统媒体广泛
参与报道，舆论顺势而起。
通过对微博信息与新闻报道走

势的关联性分析，新闻媒体借助于
自媒体平台在推动事件的进展上，
起着议程设置作用。
（三）纸媒传播力 TOP榜
20日至 29日，“篡改门”事件从

发展、高潮，到平息，报纸媒体担当
了推动者的角色，即对事件跟进报
道，又对涉事方施以舆论压力，督促
着涉事方公开、合理的解决消费者
诉求。

23日、24日，《新京报》连续两天
刊发了《蒙牛总裁：坚信会重获认
可》、《蒙牛：无条件回收 3000 箱“生
产日期篡改奶”》的报道，29日再次
跟进，刊发了《蒙牛：负面报道致销
量下滑近三成》报道，先后被网络媒
体总计转载传播近 1000篇次。该报
成为关注这一事件的报纸媒体中最
具传播力的媒体。
《新华每日电讯》依靠新华社的

资源，在关注此事件的过程中也很
好地充当了议程设置者的角色。
这一事件中，新华社作为中央

级通讯社始终在关注、报道，也因此
《新华每日电讯》无论刊发的报道，
还是评论，都被网络媒体积极、广泛
转发。
优讯网舆情分析师注意到，对

这一事件关注较为密切，且传播力、
影响力较大的当属北方地区报纸媒
体。
（四）网媒传播力 TOP榜
20日至 29日，网络媒体中对此

次事件关注度最高、传播最为积极
的，当属中央级媒体。
新华网记者在此次事件中，不

仅采写的多篇报道被广泛转载，还
积极转载其它媒体的报道。优讯网
监测平台显示，新华网相关报道多
达 780余篇次，且比排名第二位的
搜狐网多出 320 余篇次的报道，成
为这一事件中最为活跃的网络媒
体。
环球网、人民网、中国新闻网，

在报道、转载新闻方面也较为积极，
新闻量分别为 329 篇次、181 篇次、
102篇次，分别居于排行榜的第三、
四、五位。
（五）电视媒体报道情况
优讯网舆情监测平台显示，10

天时间（20日至 29日），有关这一事
件的电视新闻总计 22条。
其中，中央电视台中文国际频

道《中国新闻》栏目，在 25 日上午不
同时段，连续播报了三条有关此事
件的新闻，且三条内容相同，为重复
播报，播报总时长为 7分 33秒。
中央电视台的关注报道，一定

意义上显示了中央级媒体在食品安
全问题上，维护消费者权益的坚定
立场。

关注该事件的电视媒体中，其
中有 4 家电视媒体做了较为密集的
关注播报，分别是上海电视台两个
频道、四档栏目，播报 10条新闻，总
时长 9分 34秒；上海东方卫视台四
档栏目，播报 6 条新闻，总时长 7 分
37秒；中央电视台一档栏目，播报 3
条新闻，总时长 7分 33秒；北京电
视台一档栏目，播报 2 条新闻，总时
长 3分 32秒。
媒体观点倾向

蒙牛“篡改门”事件发生后，有
媒体反思问题根源，建议完善监管
制度；有媒体向企业质问，社会良心
何在；有媒体平心静气的灌输理念，
做企业、挽形象，要有诚心实意；有
媒体担忧安全问题频发的奶企始终
不前，会让洋奶粉贻笑大方；有媒体

告诫，不要在负面事件上过于淡定，
要对消费者有颗诚恳的心。

33%媒体：成熟的监管制度能确
保牛奶安全

有地方监管部门提醒消费者,通
过观察生产日期是否模糊来判断是
否篡改；也有业内人士建议 ,生产日
期采取“压印”方式难以涂抹篡改。
这些技巧无疑能够帮助消费者维
权，阻止无良销售人员篡改生产日
期。然而,如果仅有技术层面的攻守
博弈,那只会带来“道高一尺、魔高一
丈”的恶性循环。关键在于制度是否
完善、监管是否健全 ,只有制度层面
不留死角、让监管实现全覆盖 ,才能
彻底杜绝篡改生产日期的奇技淫巧,
保证奶制品的最后一公里安全（来
源《新华每日电讯》）。

23%媒体：临期奶装嫩，拷问蒙
牛良心

质问蒙牛的良心何在，并没有
冤枉蒙牛。因为这次篡改日期的是
蒙牛驻义乌的经理，他是蒙牛的干
部，他不同于一般的经销商。可以说
这次篡改生产日期是蒙牛的行为。
而且，蒙牛“牛尿门”、“致癌门”等丑
闻接二连三，民众如何再信任蒙牛
呢（来源红网）。

17%媒体：要改观形象应从真诚
做起

从企业的长远发展看，一时的
“搞定”并不可靠，不解决企业经营
管理、发展方式上的深层症结，不摆
正企业利益与消费者利益的关系，

不切实承担起一个“致力于人类健
康的牛奶制造服务商”的责任，问题
只会此起彼伏、防不胜防。这也正是
蒙牛“病象”的根源所在，也是最大
的危机所在（来源《京华时报》）。

16%媒体：别再让洋奶粉偷着乐
在喧嚣的洋奶粉涨价漩涡中，

价格相对低廉本是国产奶粉的优势
竞争筹码。然而，国内一些乳企却未
抓住洋奶粉涨价的契机，从乳品标
准、奶源到生产、销售诸环节严格把
关，重新取得消费者的信任，夺回市
场；反而自降乳品质量标准，丑闻频
出，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让洋奶
粉“没事儿偷着乐”（来源新华网）。

11%媒体：丑闻面前蒙牛不该淡
定

丑闻频出，蒙牛一如既往地“淡
定”，一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姿
态，这是比丑闻本身更让人愤怒的
地方。当一家食品企业缺失了这最
起码的社会共识底线，那自然是对
食品安全和公众健康的漠视。而另
一方面，来自相关监管部门对于蒙
牛“监管之失”的严刑峻法，也不能
缺失。企业的自律、政府的监管、法
律的约束、公众的监督，唯有这四管
齐下，方得见食品安全重回有序轨
道（来源《浙江日报》）。

策划：
中国企业研究院 中企舆情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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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正魏新：
谋求多元产业布局

方正打造医疗医药全产业链

北大国际医院集团是方正旗下的第二大产业集团，它成
立于 2003年，由北大国际医院、西南合成制药和重庆大新药
业等子公司组成。其中，北大国际医院位于北京中关村国际生
命科学园内，由北京大学和方正集团共同投资兴建。医院将采
用非营利模式运作，一期设计床位 1800张，总建筑面积达 44
万平方米。

记者：方正为什么想到要去做一家医院呢？
魏新：它是这样。这件事情当时是因韩启德（全国人大）副

委员长，当时他是北大的常务副校长，兼北大医学部的主任。
当时他和许智宏校长说，我们要做中国医疗体制改革的领跑
者，所以想投一家北大国际医院。这个医院的标准就是按国际
上最高标准投，他的目的就是要探索中国医疗改革的一些东
西。那么既然是尝试，就需要有资本，方正等于是给投了 40多
个亿做这件事情。之所以方正愿意做这个事情，也是因为方正
起家是靠方正集团和北大计算机研究所之间的产学研的结合
才出来的，所以如果我们和北大医学部仍然做一个产学研模
式的合作的话，应该也是可以的，所以我们就愿意这么做。

记者：我看到它的性质是非营利的，那怎么来保持它的可
持续发展呢？

魏新：不错，它是一个非营利医院。从一个集团来讲，大家
都知道，很多人都在盖五星级酒店，盖五星级酒店真的很赚钱
吗？是，有些五星级酒店很赚钱，很多不赚钱。但是它本身作为
一份资产，它是增值的。它的资产在你的账面上是增值的。因
此从医院本身来讲，虽然它自己经营不一定能够赚很多很多
钱，而且即使赚了钱，我们也不会说把它分红，它赚了钱仍然
可以在这个医院系统里头（滚动）。比如说，我们可以去收购别
的医院，把这种模式复制到其它的地方。所以说，从资产上来
讲，对方正集团来说是增值的。而且我们在其它的产业链领域
上，我们还是可以营利的。比如说，医院里头的各个服务，也许
就不要这个医院做了，可能方正会有专门的专业公司去做，这
些东西是可以营利的。而且方正有药的研发、药的生产，在重
庆有一个生物制药基地，我们在药的流通领域也有布局，所以
说它是一个全产业链的东西，甚至我们自己有保险公司。所以
说，从整个产业链上，我觉得我们这个东西本身是可以赚钱
的。

记者：北大国际医院的目标是“建设国际一流医院，领跑
医疗体制改革”。您认为它怎么领跑医疗改革呢？

魏新：首先你比如说，在过去我们国家比较好的医院都是
公立医院。所谓公立医院就是财政出钱，完全要用老百姓税收
的钱去投。这个就是说社会资本在这个领域里头就没有发挥
作用。中国目前我们不能说叫缺医少药，但起码我们的医疗资
源是不足的，是不够的。

我们想北大国际医院，就等于是一个高层级的医院。我们
北大国际医院集团的董事长，现在是人民医院的院长王杉兼
的。王杉在人民医院就在做这样的事情，他跟社区医院的联系
都是非常多的。我们这样一个新型的医院，也想尝试这样的东
西。就是我建了北大国际医院，是一个大专业、小综合的医院，
这是一个高层次的医院。我们可能还会通过资本的方式去收
购一些其它的医院，去尝试建这样一个体系。

记者：您认为北大国际医院具有可复制性吗？
魏新：应该是可以的，当然我不一定再去盖这么高档的医

院。但是这类的，比如像它的管理模式，经营模式，我觉得是可
以复制的。比如说，通过收购的模式复制，这是新的一种模式。
如果有必要的话，如果资金充裕的话，也可以再去做这样的事
情。当然我们想还是先把一件事情做好，再去做其它的。

方正要做金控集团

方正集团拥有方正金融和方正物产两大集团。其中，方正
金融已经拿到证券、期货、基金、投行等金融行业的全部牌照。
方正物产则是作为国际大宗商品供应链服务商，主营大宗商
品的期现货交易和仓储物流服务。

记者：方正在另一个领域就是金融领域，下一步会有什么
动作吗？

魏新：我们肯定想做一个金控集团，肯定是这样。
记者：有一种说法是，方正的两大集团———信产板块和医

疗板块，这两个是方正的左右心房，金融板块就相当于它的血
管。您同意这种说法吗？

魏新：相互关系你可以这么理解。当然房地产也是一个产
业，而且房地产在资源上是一个相互补充。比如说房地产赚了
钱，我们肯定不会说，你房地产只有你一家用，我在发展医疗
的时候，我需要投资的话，可以拿。金融也一样，金融从 2007
年到 2011年，大概提供了 25个亿的利润给方正，还是赚了很
多钱的。

记者：这样看来，这五大板块实际承载着方正做多元化企
业的目标。那么为什么选择进入的是这五个领域？

魏新：它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在选择这些板块的时候，是
有标准的。第一，它是资源性的。第二，我们自己要有技术支持
的，或者有经营管理能力的。但是有一个问题，人家说，多元化
你一做就要死，为什么呢？你管不了。要做多元化的一个基本
条件是什么？就是你要有管控能力。别的东西我们不能保证，
管控能力，我们是自己可以打造的。还有一个东西，就需要你
有资本，有的东西你没有，你要去并购，那么就是要资本运作。
我那时候就提出叫资本和产业两个轮子同时转，实际上就是
“双轮驱动”。同时，在这样的一个布局里，它还要求你在管理
上要有控制。当时我的提法叫“经营权下放，控制权上收”。我
就是让下面的企业的人去做经营，然后我把控制权收上来。

记者：这就是方正过去出现过一次母公司对子公司失控
之后，得出的一个经验吗？

魏新：对。
网易《财经会客厅》供稿

这是一家有着“中国第一校企”美

誉的公司，员工们喜欢称呼董事长为老

师。这还是一家参与改变印刷史的公

司，是它移走了方块字与电脑之间的那

些巨石。曾经的它，被资本高手觊觎，被

底层公司抛弃。如今的它，左手做医院

探索中国医改，右手做金控通吃行业全

部牌照。这便是方正集团。到底方正集

团如何定位？多元化下的产学研之路又

将怎样发展？敬请关注本期网易《财经

会客厅》，专访北大方正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魏新。

阿里贷“出风头”折射小微企业贷款窘境
（上接第十三版）

坏账风险增加

据悉，阿里贷主要依据用户在
阿里巴巴 B2B 平台积累的交易记录
和信用情况，声称“无抵押无担保”、
“免费申请没有杂费”和“用几天算
几天利息”，以在 24 小时之内即可
放出贷款。
“银行需要抵押，手续还很长，我

们这种小公司根本拿不到钱，却在阿
里贷轻轻松松地拿到了 30万贷款。”
一家电器经销商的老板王先生向记
者证实了阿里贷的上述承诺。

不过，对于 24 小时即可放贷，
王先生认为存在夸大的成分。据称，

阿里贷同样会要求用户提交公司运
营状况的相关材料，还会派人前来
公司实地调研。

另有业内人士认为，相比拥有
百年历史的商业银行，小贷公司的
历史不过数十年左右，在如何防范
坏账风险、如何监管资金用途方面
都有待完善，阿里贷依据网维平台
去小贷业务的创新，一定程度上使
得这些固有风险被放大了。
“小贷公司面对的本来就是高

风险群体，网络信贷由于无抵押担
保，对用户资金、运营等实际情况又
取证困难，很容易出现坏账。”上述
银行人士说，虽然贷款利率要比商
业银行高很多，损失一笔贷款仍要
通过十几笔甚至几十笔交易才能赚

回本金。
记者在阿里金融官网上了解

到，其每隔一个季度都会披露欠款
企业黑名单。今年 5月到 8月间，阿
里金融至少出现了 17 笔金额较大
的欠贷，单笔涉及金融多在 100—
500万元之间。
小微企业融资难
催生网贷兴起

中小企业由于抵押能力较弱、
单笔金融较少，一直不被银行重视。
虽然在政策的推动下，部分商业银
行成立了中小企业部门，甚至投入
不少资金用于广告宣传，但在具体
的实践中，部分小微企业仍然难以

摆脱被歧视的命运。
在这种情况下，民间借贷风生

水起，利率更是水涨船高。据悉，去
年上半年是民间借贷利率最高的时
候，月利 12 分，年利率 144%，最近
虽然有所缓和，不过月利仍在 3 分
左右，也就是年利率 36%。
而按照政策规定，民间借贷利

率不得高于银行基准利率的 4 倍，
否则多出的部分不受法律保护。根
据这一要求，民间借贷利率的法定
最高年利率为 25.24%。
正是看到了民间借贷这一商

机，部分从事民间借贷的网络平台
应运而生。业内人士表示，这些平台
的一大作用即是推动了民间借贷利
率的透明化和规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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