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珠三角一直有着“中国制造”产业集群

的称号，而随着以出口 OEM 为主的珠三角

制造企业纷纷触网，珠三角已经悄然变成

了“网货原产地”。在近日开幕的 2011 广州

网货交易会上，记者发现，德华、小榄、顺德

等 地 制 造 企 业 都 组 团 参 展 ，从 最 初 涉 足

B2B 外贸市场，到如今在淘宝商城上开店

介入 B2C 零售。

记者发现，相比其他的网销品牌，在本

次的网货交易会上，“小榄商城”等由地方

政府组织的地方网商展位格外受瞩目。“这

次是由小榄镇商会统一组织、由政府补贴

费用带领企业参会，包括了五金制品、电子

电器音响、服装（内衣）、印刷包装、食品饮

料、化工胶粘。”小榄镇就业指导中心主任

何晓敏告诉记者，小榄镇早就注意到了网

商的发展趋势，去年由镇政府牵头在淘宝

网建立了“小榄商城”店铺，“企业只需把商

品拿来，而政府则组织了专业电子商务团

队帮助企业进行网上零售，销售利润全部

汇给企业的支付宝账号，政府不收取一分

钱费用。”

在交易会现场，记者还看到，超过 30 家

德化陶瓷企业组团参展，主打内销市场，而

他们的物流配送、宣传推广也都由德化当

地政府来负责。根据淘宝网相关人士的估

计，目前淘宝网来自于德化、景德镇两大区

域的陶瓷制品能够占到消费者网购总量的

80%，“传统线下产业集群的优势已经体现

在线上，这些特色产业集群也变身为消费

者喜欢的‘网货原产地’。”

“我现在做的还是外贸接单生意，但这

次来也是在考虑转型。”广东泽森的赖先生

告诉记者，已经做了 20 年服装生意的他已

经感觉到了危机。“去年以前，我们一条牛

仔裤出厂价是 50 多元，而现在则要 70 元左

右，个别的已经到了 90 元。原材料涨价、人

力成本上涨和人民币升值都让我们不得不

涨价。”赖先生表示，他此次来也是接触一

些 做 得 好 的 网 商 ，为 自 己 的 转 型 找 到 方

向。“互联网的广度是巨大的，如果做内销，

通过网络能有最好的覆盖。”

有寻求内销市场的制造企业，自然也少

不了网销主力的淘宝店主。在网交会上，记

者也遇到不少装扮时髦的年轻人，而他们中

的大部分都是淘宝网店的店主。“我和朋友

开的是成衣店，这次来主要想找到更好的货

源。”从中山赶过来的王小姐和两个朋友在

众多日韩服装品牌的展位上交换名片和联

系方式。“我们现在一个月营业额平均下来

大概有七八千元，以前都是在服装市场进

货，货源不稳定，风格也差别较大，这次是想

找一些好的品牌合作，比如一些日韩成衣进

口商。”她告诉记者，因为是专门针对零售网

商，她接触的品牌大多只要求店铺的月销售

额在一两千元以上即可，平均的利润空间在

30%至 40%。

出国留学那些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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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份 中 国 制 造 业 采 购 经 理 指 数

（PMI）官方数据和汇丰版本近日双双出

炉，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的 PMI 为

50.9%，比 5 月回落 1.1 个百分点，创下了自

2009 年 3 月以来的最低点，这也是 PMI 连

续第三个月出现下滑。汇丰公布的 PMI

为 50.1%，为近 11 个月最低点。

澳新银行中国经济研究总监刘利刚指

出，汇丰 PMI 数据与官方 PMI 数据相比，

下滑的幅度更加明显，这是因为，在汇丰

PMI 样本中占据主要权重的中小企业在信

贷收紧中受到的影响更大。

PMI 是国际上通行的宏观经济监测

指标体系之一，通常以 50%作为经济强弱

的分界点，PMI 高于 50%，反映制造业经

济扩张；低于 50%，则反映制造业经济衰

退。6 月份 PMI 逼近荣枯分水岭，显示中

国制造业扩张步伐放缓，紧缩政策持续起

作用，但分析师指出，尚无“硬着陆”之忧。

“6 月份 PMI 指数继续回调，预示未来

经济增长率可能继续降低，主要原因是由

于库存调整。”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特约

分析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张立群分析

认为，“6 月份购进价格指数明显降低，原

材料库存指数也降低，表明基于通胀预期

改变的库存调整已经开始，并将影响经济

增长回调。”

国家统计局调查结果显示，当前制造

业经济增长放缓的同时，市场需求回落进

一步加剧，产成品库存呈现上升态势，企业

生产积极性受挫。另外，一些地方政府采

取“拉闸限电”措施，限制了部分制造业企

业的生产，造成交货期延长。

张立群提醒说，由于库存调整是短期

现象，如果仅因此引起经济下行，预计不会

很深，也不会持续很久。关键还要注意投

资、消费、出口这三大需求变化趋势，其对

经济增长的影响会更大。目前看，需求增

长总体平稳，经济增长不会深度回调。

中国物流信息中心预计，下半年，中

国物价上涨势头将继续减缓。另外，自 7

月 1 日起下调汽油、柴油等能源产品以及

一些纺织原料和有色金属的进口关税，将

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中国输入性通货膨胀

的压力。

不过，业内人士估计，物价同比涨幅短

期仍处于上升通道，尤其是 6 月消费物价指

数（CPI）涨幅可能达到 6%。时隔一年，宏

观经济运行和调控再度来到微妙时点。

记者了解到，去年 5 月至 7 月，在地产

调控、清理地方融资平台等调控措施的叠

加影响下，中国制造业 PMI 同样连续 3 个

月下滑，并一度引发经济放缓的担忧。但

第三季度后，经济出现强劲反弹，担忧情绪

随 之 消 退 。 不 过 ，今 年 却 难 以“ 原 景 重

现”。今年 6 月 PMI 回落至 50.9%，降幅比

去年年中更甚，创 2009 年 3 月以来新低。

由于季节性因素影响，7 月 PMI 可能继续

小幅回落。由此，市场对货币政策可能出

现微调的预期日益强烈。

中信建投证券首席宏观分析师魏凤

春指出，紧缩的货币政策仍将继续，但经

济放缓使得货币政策进一步从紧的可能

性在减弱，下半年可能局部出现松动。北

京领先国际首席经济学家董先安也认为，

第四季度可能在银行监管和信贷上出现

放松。

尽管 PMI 数据持续下降，但在刘利刚

看来，中国经济也只是在“软着陆”。他认

为，由于实际负利率仍然高达 200 个基点，

中国央行仍需要提高基准利率，预计中国

央行可能在 6 月宏观数据公布前加息一

次。除此之外，第三季度再度加息一次的

可能性也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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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振良：陷入“炫富门”泥潭

低调变无奈
详细报道见第 4 版

商务部和海关
力促贸易便利化

中国商务部和海关总署近日

签署《商务部与海关总署协作备忘

录》，以改善中国贸易环境、促进贸

易便利化。备忘录中涉及加强便

捷通关、鼓励先进制造业和生产性

现代服务业发展等内容。

世界集装箱运量
增速将放缓

中国科学院预测科学研究中

心近日发布 2011 年世界集装箱港

口预测报告，预计美国经济复苏缓

慢，欧洲经济内生动力不足等都将

影响集装箱运量的高速增长，而运

力的过度投放则阻碍运价的提升，

导 致 航 运 公 司 间 竞 争 压 力 增 大 。

不过，2011 年，世界集装箱运量将

进一步增长，只是增速相对 2010 年

会放缓。

神华竞夺蒙古国超级煤矿

中、俄、日、韩以及欧美等国大

型矿企对于当今世界上最大的未

开采煤矿——蒙古国塔本陶勒盖

煤矿开发权的争夺，很可能在今年

7 月 11 日前一锤定音。目前，中国

神华集团已经进入了该煤矿开发

权的最后竞夺行列。

铁矿石指数战打响第一枪

近日，铁矿石指数编制机构普

氏能源资讯公司收购了环球钢讯

集团及其旗下 TSI 指数。两家指数

编制机构的合并，让原本行动就滞

后的中国钢铁行业更加被动。据

悉，两大指数的合并完成后，中钢

协已经推迟了原计划于今年 6 月底

推出的铁矿石指数。

海南将加快发展热作产业

海南省政府日前出台政策推

进海南热带作物产业发展，明确提

出到 2015 年，全省热带作物总面积

达到 1350 万亩，总产值 380 亿元，

年均增长 8%，全省农民和农垦职工

人均热作年收入达到 6950 元。

（本报综合报道）

珠三角产业集群变身“网货原产地”

烈日炎炎，饮料销售旺季如期而至，但受台湾塑化剂问题、国家

质检总局新近曝光问题饮料等不利因素影响，记者走访北京多家大

型超市及小卖店发现，较之往年，饮料，尤其是瓶装饮料的销量均大

不如前，夏季饮料大战开局有些艰难。 本报记者 季春红 摄

老国货洋品牌

扎堆时尚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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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贸看台

■ 张 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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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马尔代夫旅游部门公布的最

新数据显示，今年前 5 个月，到马尔代夫

旅游的中国游客超过 6.5 万人次，较去年

同期增长 56.7％，中国赴马游客数量再创

新高。

数据显示，今年 1 月至 5 月，中国游客

占马接待的外国游客总数的 16.6％，高居

第一位。游客数量位居第二的是意大利

（4.8 万人次），紧随其后的是英国、德国和

法国。

印度洋岛国马尔代夫一向主要是西方

游客的休闲胜地，但近几年，中国游客到当

地度假的人数迅速增多。2010 年到马中

国游客接近 12 万人次，中国首次成为马尔

代夫最大客源国。

马旅游部门认为，促使中国游客数量

快速增长的主要原因是中国经济高速发

展，民众更加富有。另外，马尔代夫拥有独

具特色的沙滩、提供免签证和多种多样的

水上运动，也是促使中国游客增多的重要

原因。目前，马旅游部门正在进一步开拓

中国市场，计划开通马尔代夫至中国内陆

城市的直航航班。 （欣 华）

中国赴马尔代夫
游客数量再创新高

探寻会展文化的驱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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