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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主把爱车送到
12

店维保!贵是贵!图的是个放心" 谁料想!本以为放心的地方!却遭遇机

油更换偷工减料!保养产品巧言忽悠!配件以次充好#$

记者日前调查发现!一些
12

店存在维保%黑洞&!吞噬着车主利益!更吞噬了行业诚信和品

牌形象"

偷工减料!机油更换玩截留
!!!!!!

南昌市南京东路汽修城聚集了上百家私

营汽修店!万师傅曾在
3

家
12

店修过车"后来

自己开汽修店! 这两年"他每隔两三个月就要

在店里进行一笔固定交易#从
12

店员工手里

4"

元收购品牌机油"每次收三四十桶"卖给客

户的单价为
0"

元"

12

店销售单价为
5!"

元!

机油的来源其实很简单"一桶机油国家

标准计量
1

升"一般车辆换机油只需
3-4

升"

剩下
"-4

升多数车主不愿带走" 成了汽修师

傅的$免费午餐%& 在利益驱动下"一些人为

$攒机油%"不惜少抽废油或少加新油"一个月

下来也积少成多"车主很难察觉&

这条交易链上"员工'小修理厂'去小修理

厂修车保养的车主和
12

店均能得利"(买单%

的是在
12

店花高价做保养换机油的车主&(

12

店售价越贵的机油"利润空间大"店主越愿意

收&这在业内挺普遍的"只要店主有需求"大至

电脑主板'小至螺丝零件"

12

店员工都能把正

厂材料弄出来& %万师傅直言不讳地说&

记者随机走访了多家小汽修厂"发现这样

的(地下交易%金额少则数百元"多则上万元&

目前" 南昌市共有
0"

多家
12

店和数百

家中小汽修厂"这种(地下市场%日渐形成"极

大威胁车辆安全"损害车主利益&

巧言忽悠!保养产品藏"猫腻#

!!!!!!

记者调查发现"在汽车保养产品上玩(猫

腻%才是业内真正的(肥肉%&

5"

年前入行搞汽修的小万师傅对
12

店

滥用汽车保养产品有切身体会&

(新车从第一次保养开始" 前台接待员就

会各显神技不断向车主推介保养产品如汽油

添加剂'油箱清洗剂'油泥清洗剂)*原本两

三百元一次的
4"""

公里换机油保养" 多加两

小瓶保养液"价格就翻了一倍& %

据了解"汽车保养产品的成本非常低"一

些清洗剂成本价只要几十块钱"一入
12

店便

以三四倍的价格卖给车主& 小万解释了其中

(玄机%"前台接待员均有销售任务"如成功售

出一瓶
5""

多元的油泥清洗剂"接待员'修理

工' 销售经理均可提成
5"

元"

12

店也要提成

三四十元"最后买单的是不明真相的车主&

(汽车保养产品多数是不必要的"就像病人

看病医生过度诊疗的道理一样& %小万坦言道&

以次充好!汽配产品频"变脸$

!!!!!!

记者佯装成
12

店销售经理考察市场"来

到一家经营各知名品牌汽车的中型汽配店&

一位姓秦的店主心领神会"(不管你需要什么

配件我们都能满足" 绝对保证是原厂货或高

仿货"按
12

店售价开发票"加收
1

个点税钱"

一月一清& %

由于涉及(商业机密%"秦老板拒绝透露

合作过的
12

店名称及每月交易金额"(给
12

店送货在汽配行业很平常" 好一点的送高仿

货"黑一点的送副厂货&透露出去名称等于自

断财路& %

秦老板说的高仿货是指质量还不错的仿

制件"与正厂件售价较接近"而一些质量没保

障的副厂货"差价可能在数倍&

某国产品牌的汽配店店主罗老板告诉记

者"

12

店最常见的以次充好部件是保险杠'水

箱'水箱支架以及一些装潢装饰件'塑料件"

使用这些配件风险小'利润高& 例如前后保险

杠" 即使装上副厂件一喷漆" 车主也发现不

了&

渔利车主!监管乏力需改变
!!!!!!

由江西省消协和运管部门开展的一项针

对
12

店的调查显示"近三分之一的受访者认

为
12

店的维修质量和诚信问题突出&

近年来" 我国汽车产业保持了快速增长

态势& 行业竞争日趋白热化& 汽车生产商为

维护品牌形象"在投资'运营'宣传等方面对

12

店要求较严"仅建店一项"前期投入至少

在千万元以上+一些
12

店纷纷提高建店形象

标准"这些成本最终会转嫁到消费者身上&

据了解"与七八年前相比"这两年
12

店

员工收入水平基本没增长"人员流动频繁"为

留住员工" 对一些违规行为也 (睁只眼闭只

眼%& 这些成本'压力最终会使
12

店及员工放

松管理和自我约束" 通过各种方式渔车主之

利&

江西省运管局车技处处长龚俊吉说"目

前交通主管部门对于
12

店最有制约力的只

有汽修资质许可一项& 采访中不少车主建议

政府尽快建立完善配件追溯制度' 行业诚信

监管制度等" 加大
12

店及员工的侵权成本"

切实维护消费者利益&

据新华社

资料图片

揭秘 !"店维保!黑洞"

如何消除大学生就业歧视#

%%%解读教育部有关"限定 !"#&$%%高校毕业生就业招聘$禁令

!!!!!!

教育部日前下发通知!规定凡是教育行政部门和高校举办的高校毕业生就业

招聘活动!严禁发布含有限定
604

高校'

!55

高校等字样的招聘信息( 长期以来困

扰大学生就业的%院校门槛&问题得到了教育部正式回应)

有关专家认为!不少单位对于非
604

'

!55

高校毕业生招聘时有歧视!这种状况

对于实现高校毕业生就业机会公平'科学选拔青年人才有百害而无一利!应该引

起社会关注"

非 $%%&!"#歧视由来已久
!!!!!!

(

604

工程%是指国家为建设若干所世界

一流大学而实施的高等教育建设工程& (

!55

工程%是指国家实施(面向
!5

世纪"重点建设

5""

所左右高等学校和重点学科的建设工

程%&

到目前"

!55

高校共有
55"

多所"

604

高

校共有
36

所&因为
604

高校同时也是
!55

高

校"所以二者合并总共
55"

多所高校"其中有

北大'清华等名校"也不乏西藏大学'石河子

大学等西部高校&

湘潭大学校长罗和安表示" 教育部主导

这两项高等教育建设工程"目前已经被一些单

位当成划分高校三六九等的依据&在招聘活动

中"有的单位在招聘条款中设置(院校门槛%"

有的甚至明文规定只要
!55

高校毕业生&

据分析"这种(院校门槛%在地方政府'国

有企业的招聘信息中尤为明显&

记者检索一些招聘网站" 发现用人单位

这类问题颇为多见"例如杭州市下城区'青海

省海东地区'上海市金山区'惠州大亚湾区等

地" 近年来引进储备人才时明确要求是(

!55

工程%高校毕业生+也有一些非
!55

高校招聘

教师" 要求应聘者具有
!55

的教育和学术背

景&

中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一位研究生说#

(现在用人单位动不动就要求是
!55

高校毕

业生"甚至第一学历也得是
!55

的"这让我们

这些千辛万苦考研到
!55

高校的本科生情何

以堪, 一些好点的单位"我们连报名'投简历

的机会都没有" 更别指望与名校毕业生公平

竞争了& %

长沙学院就业处处长李学勇多年来负责

学生的就业工作&他发现"一些国企不论职位

是否需要'是否适合"都喜欢招收名牌高校毕

业生" 或者只愿意到
!55

'

604

等重点院校招

聘人员&相对来说"民营企业反而会从岗位需

要出发"招聘研发人员去重点高校"招聘一线

人员就到一般高校&

非 $%%&!"#歧视不公平&不科学
!!!!!!

专家测算"(

!55

工程% 院校只占全国高

校总数
78

" 毕业生人数不到全国高校毕业

生
5"8

"

!"53

年全国高校毕业生高达
766

万&

据分析"虽然
!55

'

604

高校的生源质量'

师资水平' 教学水准确实整体上要优于一般

大学"但是不能否认大学生存在个体差异"一

般大学也有优秀生&

罗和安认为" 社会公平首先应是机会公

平& 在就业领域"名牌大学不应成为求职者的

准入限制" 目前还没有充分证据表明非
!55

高校毕业生不能胜任哪些工作& 所以用(院校

门槛% 来区别对待
!55

和非
!55

高校毕业生

过于简单粗暴" 实际上剥夺了绝大多数毕业

生参与公平竞争的机会&

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夏学銮指出" 我国

农村大学生很多集中于非(

!55

工程%高校"就

业时学历不过硬"又受户籍等限制"这样一来

他们的上升通道受阻& 这种现象如果代际传

递"后果不堪设想&

夏学銮' 罗和安等表示" 用人单位设置

!55

'

604

(院校门槛%"不利于社会选拔多样化

人才"也不利于社会阶层流动"对实现高等教

育结果公平"会产生十分消极的影响&

先给平等机会'然后接受竞争
!!!!!!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副会长杨德广表示"

此次教育部下发通知提出(三个严禁%"首次

确认 (含有限定
604

'

!55

高校等字样的招聘

信息%应该被禁止& 从某种意义上说"此番禁

令具有标志性意义"可让全社会意识到"用人

单位限定名牌高校行为并非理所当然" 是国

家教育主管部门不认可的&

(效果有待观察& 在我国"行政指令是有

一定作用的"今后用人单位发布招聘信息"应

该不会公开限定
!55

'

604

高校了" 普通大学

毕业生至少有资格报名" 这是促进就业公平

的可喜进步& %杨德广指出"教育部禁令只能

规范高校和教育行政主管部门" 对其他部门

和企业尚无约束作用&

作为全国人大代表" 罗和安连续多年在

全国两会提交议案"呼吁相关部门抓紧(制定

反就业-院校歧视.法律条款"维护各类高校

毕业生就业权利%&

专家建议" 目前推出一揽子反就业歧视

法可能有困难" 而单个部门下发通知又难以

保证效果" 因此相关部门有必要联合出台规

定"禁止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和其他机构在

招聘时设置(院校门槛%"首先在机会上保证

大学生就业公平&

(长远来看" 要抓紧制定反就业歧视法"

将性别'年龄'身高'学历'户籍'院校等限制

因素予以规范" 明确可以设置和不可以设置

/限制性条款.的各种情形"同时还要建立健

全纠错和救济制度& %罗和安表示&

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