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禾健膳食营养补充剂闪亮登场 打造全球供应链 铸就国际品质
2013年， 作为华东地区最大的电

话直购保健品企业之一，上海禾健时代
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汇聚12年行业经验，
汇聚众多中美权威营养专家、植物药理
学家的研究成果，隆重推出了“禾健”牌
系列膳食营养补充剂， 涵盖了基础营
养、女性保健、心脑养护、骨骼健康等六
大类的24个品类。 十年一剑，禾健膳食
营养补充剂系列产品的闪亮登场宣告
禾健形成了全球布局的供应链，用世界
眼光铸就每一粒精品，更是凝聚了禾健
对品质追求的责任之心。

建立世界一流研发中心
探寻中国特色

禾健筹建成立美国禾健营养

健康研究所，实现与国内权威营养
机构的中西联动，把握国际营养动
态，挖掘东西方人体质特性，探究
中国居民营养与膳食健康，秉承国
人膳食平衡的养生理念，针对国人
饮食及营养摄取情况，定制出适合
中国人体质的禾健牌营养健康补
充剂。

遴选全球地标原料
铸造巅峰品质

以世界一流的原料铸就颗颗精
品， 这是禾健对于产品极端品质的
追求，更是一如既往的高瞻远瞩。禾
健恪守近乎苛刻的原料来源审核制
度， 充分考虑到形成原料有效成分

和安全性的环境因素， 在全球范围
内精选最合适地标原料。 禾健原料
的足迹遍及欧洲、美洲、亚洲，海洋、
高山、 平原与丛林， 胶原蛋白来自
120年历史的法国罗赛洛集团，大豆
蛋白粉来自世界最大农产品大豆制
造商美国嘉吉公司， 蜂胶来自热带
雨林的巴西， 鱼油来自纯净无污染
的冰岛， 禾健的膳食营养补充剂让
全球地标性原料成为每个产品的身
份证。

布局全球生产基地
同步世界高度

在全球范围内，禾健建立规范
化的优质合作生产基地， 采用世

界上先进的生产工艺 ， 由符合严
苛制药标准以及欧盟标准的GMP
工厂生产。 在美国，布局全球超大
膳食营养补充剂合作生产基地，
在中国， 布局欧盟出口标准的亚
洲超大软胶囊生产合作基地。 禾
健的每一粒产品， 都经过从原料
检验到灭菌包装等 30多个严格工
序， 经重金属微生物指标检测到
留样追溯等 10多道安全检验，确
保产品国际性品质， 做到与世界
市场同质同步。

通过全球九大验证
首创行业“三检”

禾健首创保健行业“三检”的一

票否决制，只为确保产品质量参数优
于国家标准。 目前，禾健的生产基地
通过了包括九项国内外权威的资质
认证，在技术管理实力上已跻身世界
一流。

起步即与世界同步，禾健用“世
界眼光”铸就每一粒精品。 精心打造
的禾健膳食营养补充剂不仅达到国
际化的品质，更是创新型地采用了网
上直购方式，让消费者体验“平价又
优质”的大牌感。

12年沉淀 ，12年专注正道 ，禾
健赢来全新绽放的一刻，2013年禾
健牌系列产品的诞生， 宣告了一
个中国膳食补充剂品牌奇迹的开
始。

办学宗旨：
打造上海乃至全国一流的国际

高中课程项目 ,� 满足学生对高水平
国际化教育的需求， 让学生不出国
门就能享受与世界一流名校同等水
平的中学精英教育； 把学生从解题
高手培养成为解决实际问题的天才
和未来职场的精英和领袖。 帮助学
生以世界一流大学的入学标准作为

提升学习能力和全面素质的尺度，
培养具有国际视野和理念、 通晓中
外文化、 拥有社会责任感和独立思
维与创新能力的国际化人才。

项目简介：
WLSA-复旦附中国际高中课程

班是复旦大学附属中学国际部与世界
名中学联盟（World� Leading� Schools�
Association，WLSA）合作于2012年9月

开设的三年制国际高中课程。

教学特色：
精英课程体系， 汇聚中外名校优

势。
一流学校联手， 高质量的师资团

队。
丰富而自主的学生社团与实践

活动。
海外一流高中交流与交换活动。

国内国际双重文凭、申请材料全
球认证。

独家的升学辅导、 海外高中推
介、名牌大学面试等一站式服务。

WLSA课程录取与招生说明会将
于7月7日(周日)上午9:30在杨浦区国
权路383号举行。

名额有限，招收优秀初三、高一
学生,� 7月7日下午入学测试。
咨询热线：

021-65103013，021-65640560*
8075，13681683726
学校网址：www.fdfz.cn
学校地址： 上海杨浦区国权路384号
复旦附中国际部

复旦附中WLSA精英课程班·中考后的国际化选择

国际能源经济评论

陆克文的挑战

6月26日，陆克文归来，他战胜上
任总理吉拉德，重新当上了澳大利亚的
总理。接下来的2个月后，陆克文将率领
工党迎接议会大选，在工党支持率不断
下滑的背景下，赢得这一仗显然才足以
证明陆克文的真正归来。陆克文必须在
吉拉德留下的众多政治经济议题上尽
快行动起来，其中不可或缺的一个议题
便是“碳税制”。

3年前吉拉德赢得选举并成功组
阁的代价便是在竞选中承诺在其任期
内工党可以探讨碳定价问题，但不能擅
自推动碳税制的出台。 问题是，工党并
未在议会赢得绝对的多数席位，为了组
建政府， 必须拉拢关键性的中间力量，
譬如绿党，故而吉拉德又不得不在胜选
后与绿党妥协，答应成立跨党派的议会
专门委员会来讨论和决定澳大利亚的
气候变化政策及战略，这实际上便为后
来出台碳税制埋下了伏笔。按照吉拉德
竞选前的承诺，碳税制是一个必须加以
绕开的议题，但同时按照其竞选后的承
诺，碳税制又无法得以绕开。 碳税制由
此变成了一剂令吉拉德和工党政府左
右为难的“政治毒药”。

果不其然，在绿党的坚持下，议会
成立的这个气候变化委员会仅在3个
月后便向内阁提交了有关推行碳税制
的建议报告，吉拉德政府选择接受了碳
税制，并于半年后向议会提交了包含有
碳税制方案的 《清洁能源法案2011》，
陆续在上下两院以微弱的多数票通过，
并已经于2012年成功开始执行。

根据该法案，从2012年7月1日开
始，澳大利亚针对年碳排放超过2.5万
吨的主要排放源征收碳税，按照这一标
准，总共约300家的各类实体被纳入此
次碳税征收范围。 与欧盟、美国加州等
地区建立的碳税制度有所不同的是，澳

大利亚的碳税征收所实行的是在3年
的过渡期内实行逐年递增的固定碳税
制， 即从2012-2013年的23澳元/吨
开始，按照5%的涨幅，到2013-2014
年度为24.15澳元/吨，这个价格已经
自2013年7月1日开始生效，然后再到
2014-2015年度上升为25.4澳元/
吨。3年到期后，固定碳税则将转变为市
场碳税，即届时完全由市场来决定碳税
的价格，上不封顶，下不设底，并逐步与
欧盟等国际的碳排放权市场相衔接和
接轨。

吉拉德政府的碳税制实属积极和
严格，300家实体的碳排放涵盖了全澳
大利亚60%左右的排放量，他们必须为
碳排放买单，在购买量和价格上都没有
任何商量的余地，由此可以想见那些碳
排放依赖度较高的行业将会受到多大
的影响，譬如电力部门、煤炭部门等。事
实证明，受此政策影响，仅在9个月后，
澳大利亚电力部门的碳排放水平便已
降至10年来的最低点， 仅为2008-
2009年度碳排放水平的89%。

碳税制问题至少给工党带来几处
不利。 其一，推行碳税制本身违背了吉
拉德在联邦选举中所做的承诺，因为法
案已经生效，工党身上已经背上了背弃
承诺的恶名。如何在不伤及工党本身又
能反击反对党的指责将会是体现陆克
文政治智慧的时机。

其二，推行碳税制的结果固然使澳
大利亚变得更加低碳和绿色， 但据统
计，澳大利亚是全球发达国家中人均碳
排放最高的国家（排名第二的是美国），
从中可见其经济发展长期以来在碳排
放上的高度依赖。在积重难返的条件下
推出激进的固定碳税制必然会对经济
产生不利的影响。

为长久计，放弃碳税制显然不应成
为陆克文提升国家竞争力的选项，但在
联邦竞选的大背景下，听取选民的倾诉
并对碳税制进行适当的改革无疑仍是
有效的解毒剂。

李志青 复旦大学环境经济
研究中心副主任

时评

埃及如何超越街头政治

中东剧变以来，地区局势在整体
上已相对平稳，相关国家开启了政治
与社会重建进程。 但有两个国家局势
处于持续动荡之中： 叙利亚与埃及。
如果说叙利亚仍处于“阿拉伯之春”以
推翻长期执政家族或政党为目标的
初级阶段的话，那么埃及毫无疑问处
于“继续革命”阶段。 埃及作为阿拉伯
乃至中东地区大国，其局势走向对于
其他转型阿拉伯国家也会有辐射作
用。 穆尔西总统最终被军方罢黜，其
背后除了社会民生等核心要素之外，
还涉及诸多结构性矛盾。

首先，埃及社会分裂导致的当前
街头运动降低了埃及民主的质量。 埃
及社会一直以来主要分裂为亲穆巴
拉克政权和亲穆兄会的两大阵营，由
于中东剧变的突然席卷，埃及国内政
治力量对比骤然偏向反穆巴拉克政
权的群体，其中主要是穆兄会及其支
持者。 后穆巴拉克时代的总统大选的
决胜局在穆斯林兄弟会旗下的自由
与正义党党魁穆尔西和前穆巴拉克
政权总理沙菲克两人及其所属阵营
之间展开，便是例证。 尽管穆兄会历
史上坚持过宗教暴力斗争路线，尽管
沙菲克被视为旧政权残余势力的代
表，但曾经关系错综复杂、甚至是相互
仇视的两股势力能够同台竞技，这本
身就证明了埃及在走向政治民主化
道路中所迈出的关键步伐。

相对于利比亚、也门、叙利亚等
国的腥风血雨，“埃及最后一个法老”
穆巴拉克的较早去职以及历经博弈
与妥协的判决，最大限度维护了埃及
的政治稳定。 在这个难得的框架下，
无论是穆兄会还是旧势力，都只能在
民主的轨道上引导埃及的前进，双方
都只能改变各自旧有的 “革命党”理

论与行为， 逐渐向现代执政党转型，
否则就将成为下一轮街头运动 “革
命”的对象。 穆尔西阵营获胜后，在实
现新旧两种思潮的融合，以及与前政
权支持者分享权力方面不甚成功。 因
此，穆尔西同样被视为“法老”，只是
如今他成为新反对派的斗争所指。 街
头运动推翻了穆巴拉克，这一次又试
图推翻穆尔西。 在任何一派都可以利
用街头运动反对现政权的时代，埃及
脆弱的民主愈发显得质量低下，军方
出面罢黜总统便是理所当然了，有人
将此次军方行动理解为政变，也有人
理解为复辟。

其次， 埃及军政关系有利有弊，
军方是世俗化的守护者。 穆尔西政权
在与世俗化捍卫者埃及军方的关系
处理上不甚融洽，许多原反穆巴拉克
政权人士秉持世俗化原则而加入新
反对派。 事实上，穆尔西政权对全局
的掌控能力仍与埃及军队在国家中
的地位有着密切关联。 埃及现行的共
和制度自1952年纳赛尔领导的军事
政变后得到确立，长期以来，军队在
埃及的威权政治中发挥着决定性作
用，埃及实际上是由脱去戎装的总统
领导的军政权。但在穆巴拉克30年的
统治期间，其培植的家族统治势力与
军队之间产生了越来越深的矛盾 。
2011年中东剧变以及埃及变局中，
穆巴拉克拒绝交权的态度促使军队
在权衡利弊后以退为进，放弃了对穆
巴拉克的支持，以图在树立军队支持
民众诉求的良好形象的同时，重拾对
政权的掌控。 但埃及军队也意识到，
传统的军管或军人直接参政并不符
合时代的发展，因此埃及军队“垂帘
听政”的倾向越来越明显，与其同今
后各种碎片化的政治势力发生直接
冲突，还不如成为各方冲突的仲裁者
和利益的维护者。 当然，埃及军队仍
对穆兄会保持警惕，以程序违宪为借
口，通过解散伊斯兰势力主导的议会

下院来为前政权总理沙菲克参选铺
路的态度便是明证。 穆尔西当选总统
后，如何将穆兄会的伊斯兰教背景与
军方对世俗化的捍卫较好协调，直接
影响着自由与正义党政权的执政效
能；不仅如此，如何最大满足以军队
为代表的旧政权残余势力、自由民主
派、宗教势力、普通民众的多元利益
诉求，对其政权的掌控能力也是巨大
考验。 穆尔西政权上台后的大尺度
“揽权”行径更是触碰到多方利益。 埃
及军方虽有干政之嫌，但也未将建立
军政府作为目标。

埃及要超越当前的社会分裂、街
头政治，必须尊重埃及所拥有的阿拉
伯、伊斯兰属性的事实，从自身属性
本身来寻找国家的出路。 西方的民主
模式和选举制度与埃及社会有着巨
大的差异， 埃及传统的政治协商、佥
议等原则应是由与选举并驾齐驱的
民主制度构成。 对于埃及执政者和军
方的评价要超越“专制”、“独裁”等西
方霸权话语，要历史地看待其合法性
来源变迁，选举从来也不是合法性的
唯一来源，尊重并适量照顾到各种群
体和个人的利益诉求才是统治合法
性不断增强的必经之路。 虽然穆尔西
总统政治事务助理巴其纳姆·沙尔卡
维曾指出：“很少有可以被描述成纯
宗教或纯世俗的政体，大多数都被表
述成世俗和伊斯兰的特殊组合，埃及
这个案例研究是该类别中的主要类
型之一。 ”但穆兄会政党在宗教上所
遭遇到的传统势力根深蒂固的质疑
很难立刻消除。 总而言之，埃及人身
陷世俗国家与宗教国家、文官政府与
军人政府、专制政治与民主政治等二
元对立概念和思维之中，这虽造成了
民众在行动上的无所适从和自相矛
盾，但绝对不能超出和平的底线。 “以
暴制暴”决不会给军方和穆兄会带来
双赢，政治持续动荡最大的输家也只
会是普通埃及民众。

钮松 上海外国语大学
中东研究所副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