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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报道

出口警示

商情聚焦

■ 本报记者 胡心媛

尽管 2012 年 12 月 21 日的末日谣言被击

破，但对于中日贸易而言，无论是受自然因

素还是政治因素的影响，“回暖”似乎都遥遥

无期。

面对即将收官的 2012 年，各国都开始盘

点全年经济，展望明年走势，但日本的 2012

年并不好过。中国是日本的第一大进出口

国，中国商品早已遍布日本，早在 2005 年，中

国就超越美国，成为日本最大进口国。2009

年，中国又成为日本最大出口国。日本从全

世界进口的商品里，有 1/5 以上来自中国。

然而，自从钓鱼岛事件发生以后，中日

之间的贸易也受到波及，如旅游、汽车工业

等行业无不受此影响。

日本汽车制造业成为中日贸易“重灾区”

自从钓鱼岛事件发生后，日系车在华受

到重挫，虽然 11 月日系车有了复苏迹象，但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再次上任，改变了事情

发展的趋向。他一走马上任，就宣布钓岛的

主权，中日贸易又陷入瓶颈。

据日本贸易振兴机构发表的统计显示，

2011 年，中日贸易额达到 3449 亿美元，日本

对华进口额为 1834 亿美元。日本对华出口

额为 1614 亿美元，中日贸易额占日本贸易总

额的比例为 20.6%。据统计，2011 年，日本在

中国大陆拥有非制造企业 2487 家，占日本海

外 非 制 造 企 业 10187 家 的 24.4% 。 由 此 可

见，中日贸易对日本经济的影响不容小觑。

此前，有外媒报道称，钓鱼岛问题使日

本的“贸易巨舰”出现严重晃动让人始料未

及。而日本的汽车制造业则成为中日贸易

的“重灾区”。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称，因反日

示威，中国消费者目前对日本品牌唯恐避之

不及，第三季度，日本汽车整车对华出口下

跌 了 约 70%，而 汽 车 零 部 件 出 口 可 能 下 跌

40%。钓鱼岛事件发生前，一家国际知名汽

车咨询机构发布研究报告显示，近年来，中

国消费者对日系车型的购买意向率从 2009

年的 32%下降到今年的 24%，而欧美车型则

从 25%上升至 35%。

“这对日本打击很大。这种下滑态势，

直至 2013 年都将难见‘晴天’。”北京大学中

国金融研究中心证券研究所所长吕随启在

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中国游客赴日旅游锐减

一直以来，日本都是中国游客境外旅游

的首选目的地。日本国家旅游局上海事务

所所长铃木克明曾透露，中国赴日游客平均

每 人 消 费 16 万 日 元（约 合 14000 元 人 民

币）。其他国家游客人均消费 8 万日元，而中

国游客的消费额是其他国家游客的两倍。

根据日本观光厅统计，当前，中国游客已经

成为日本最大的外国消费群体，2011 年，外

国游客在日总支出额的四分之一都是由中

国游客贡献的。然而，随着钓鱼岛事件的发

酵，中国多家旅行社停止赴日旅游业务。

记者了解到，在 2011 年 3 月强震发生之

后，日本由于福岛核泄漏事故导致旅游业受

到重创，正是中国游客的增加让日本旅游业

得以恢复，今年 7 月，中国游客赴日旅游的数

量首次突破 20 万大关。但日本将钓鱼岛“国

有化”后，6 周内，中国至冲绳旅游订单取消

4300 份，且新订单寥寥无几。

摩根大通预计，与 2011、2012 年第一季

度平均值相比，今年第四季度，中国赴日游

客 数 量 将 下 降 70%，日 本 旅 游 收 入 将 减 少

670 亿日元（8.52 亿美元），占预计出口损失

的 38%。

日货或将被其他国家商品取代

日本产品在中国所占据的市场份额一

直非常可观，但随着金融危机、日本大地震，

以及中日主权纠纷升级，日本电子巨头的生

存可谓危机重重。

根据市场调查公司中怡康 7 月第三周与

9 月第二周的数据显示，夏普彩电的份额由

8.8%下跌到 4.7%，索尼的份额由 5.9%下跌至

4.4%，松下的份额已跌至 0.4%，而东芝、三洋

等日系品牌的占有率都跌至 1%以下。

记者了解到，中国作为世界第一出口

大国，对日出口比重在下降，2012 年 1 月至

7 月，对日本出口占中国出口总额的 7.6%。

日 本 对 中 国 市 场 依 赖 程 度 则 高 达 30% 以

上。“事实上，中日经贸关系密切，相互依赖

度极高，但日本依赖中国更多。”吕随启表

示，“日本出口对中国市场依赖度高意味着

中国消费者如果抵制日货，将比日本消费

者抵制中国货影响更大，如果中日关系无

法正常化，那中国对日本的进出口还将继

续下降。”

业内专家认为，未来，中日贸易可能出

现两种情况：一是短期内日本的新增出口会

下降，拥有库存日货的经销商会清仓；二是，

日本的制造业地位或被韩国等国家取代。

2012年中日贸易暗淡收官

从事欧洲非上市公司收购兼并案

研 究 的 研 究 机 构 Epsilon Research 发

布最新研究报告显示，过去 2 年，在对

100 万欧元至 5000 万欧元市值的中小

企业的并购案的调查中，法国中小企

业并购的数量和金额均出现下滑。

该机构主席 Grégoire Buission 称，

欧元区危机、经济停滞和法国投资基

金税务规定复杂以及收购资金交易税

不稳定是法国企业并购市场下滑的主

要原因。

法国中小企业并购
数量出现下滑

巴西政府日前宣布，自明年 1 月 1

日 起 ，将 全 国 的 最 低 工 资 标 准 提 高

9%，由目前的 622 雷亚尔增加至 678

雷亚尔（约合 339 美元）。

总统府民事办公室主任霍夫曼在宣

布该决定时说，提高工资“是对所有劳动

者为经济、社会领域作出贡献的承认”，同

时也是给予他们“最好的圣诞节礼物”。

巴西法律规定，未来 3 年将每年调

整一次最低工资标准，调整幅度参考当

年通货膨胀水平，以及上一年的经济增

长速度。据预测，巴西今年通胀率为

5.7%，而去年的经济增长

率为2.7%。

巴西全国最低工资标准
增至339美元

不久前，有欧洲国际咨询公司发表调

研报告指出，近年来，中、印、巴三国医疗器

械产业均保持较快的发展速度，三国医疗

器 械 市 场 表 现 也 优 于 其 他 两 个 金 砖 国 家

——俄罗斯和南非，三国医疗器械市场的

走势对全球医疗器械市场产生越来越重要

的影响。

无独有偶，国内研究机构近日也发布报

告指出，中国 17.5 万家医疗卫生机构拥有的

医疗仪器和设备中，有 15%左右是 20 世纪

70 年代前后的产品，有 60%是 80 年代中期

以前的产品。这也就预示着它们需要更新

换代，而在这个过程中，未来 10 年甚至更长

一段时间，中国医疗器械市场将快速增长。

持续发酵的中国医疗器械市场，不断吸

引着各方的关注。

新医改“温暖”市场

随着医改朝纵深方向发展，尤其是大

病保险等政策向社区、农村深入，基层医疗

机 构 正 成 为 中 国 医 疗 器 械 市 场 的 消 费 主

体，农村地区的常规医疗器械需求也将快

速释放。

外国研究机构指出，过去几年里，中国

政府对医疗卫生事业的经费投入明显增加，

尤其是过去 5 年，中国医疗卫生费用累计投

入 1240 亿美元，大大高于 10 年前的医疗卫

生事业经费投入。如今，中国新医改鼓励乡

镇卫生院、诊所添置更多的医疗设备和器械

类产品，并投入大量经费用于基层医疗卫生

机构医疗设备的更新换代。对于医疗器械

产业来说，这无疑是一个有力的促进因素。

同时，新医改中的公立医院改革也会使得中

国医疗器械需求增加。

“基层卫生系统对医疗设备需求是一

块巨大的市场蛋糕，市场潜力巨大。”中投

顾问医药行业研究员刘伟对记者表示，在

医药分离的基础上，新医改进一步深入到

基层医疗卫生系统建设中，以加快新农合

落实步伐、完善基层卫生设备和人员的配

备为主要目标，对基层卫生设备的需求利

好医疗器械市场，尤其利好国产医疗器械

生产厂商。

此外，随着经济不断发展，中国百姓的

物质生活水平日益提高，对健康长寿的保健

需求水平也在不断提升。中国老龄化人口

的急剧增长使养老产业具备了高达万亿元

的市场空间，而老龄化社会的最大需求将直

接指向优质的医疗保健。

有研究指出，电子血压计在中国市场

2012 年的销售增速就将维持在 20%至 30%，

大大高于全球医疗器械产业约 7%的平均增

速，而其重要刺激因素之一，便是老龄化加

剧带来的市场扩容以及家用医疗器械产品

消费观念的转变。

国产替代进口势不可挡

随着中国医疗器械领域市场潜力的日

益突显，国际医疗巨头也开始加紧布局中国

市场。目前，在国内医疗器械设备市场，外

资和合资企业成为主力军，进口产品在中国

已经形成销售垄断。资料显示，中国每年要

花数亿美元从国外进口大量医疗设备，国内

有近 70%的高端医疗器械市场被发达国家

公司瓜分，核磁、MR、CT 等医疗设备市场

主要集中在 GE、西门子和飞利浦等外资公

司手里。而在中国医用电子产品领域，90%

的心电图机市场、80% 的中高档监护仪市

场、90% 的高档多道生理记录仪市场以及

60%的睡眠图仪市场均被外国品牌占据，国

产产品则主要集中在按摩器具、血压测量仪

器等低附加值种类上。据统计，中国医疗器

械领域共有企业约 1.4 万家，销售额大于 1

亿元的企业却不足 200 家。

对此，刘伟表示，中国高端医疗器械市

场长期受进口产品和合资产品挤压，新医改

政策为国内企业的发展铺垫了平台。国产

医疗器械产品大多处于中低端水平，可为基

层医疗系统提供相对应的产品，因此，国内

企业应以此为切入点，采取弯道超车的战略

打破进口产品垄断局面。

值得欣慰的是，虽然与跨国企业相比，

国内医械企业在研发和技术上的差距还不

小，但国内企业已然开始奋力追赶。据中国

医保商会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

国医疗器械进口额同比增速较去年同期下

降近 7%，显示国内医疗器械进口替代正在

加速。

“进口替代势不可挡。比如，心脏支架

从没有到占领市场份额绝对优势，用了不到

10 年。”医疗器械行业专家路先生对记者表

示。

显然，中国医疗器械产品对进口产品以

及外资产品的“追击”已颇见成效，而随着本

土企业逐步积累与外企竞争的优势，同时不

断提升研发水平以及价格优势，二者的差距

将不断缩小。

（本报综合报道）

受专利权人委托，北京金槌宝成

国际拍卖有限公司将对下述专利权进

行拍卖，欢迎报名参与竞买。详情可

查阅我公司网站 www.jcbcpm.com，或

致电 010-57110083 索取详细资料。

1.小型电动升降施工架

（ZL201120400968.5）

现有的施工架都是固定高度，也

有用钢管和螺丝组合而成的，但是用

起 来 想 要 调 整 高 度 也 不 是 很 方 便。

本专利可解决以上问题，具有施工安

全、使用方便的特点。

2.小型电动液压伸缩装置

（ZL201120403252.0）

传统的液压设备会增大机械设

备的体积，让小型机械设备变得不再

小型，因此传统的液压伸缩设备不利

于小型机械设备使用。 本专利解决

了 传 统 液 压 设 备 的 不 足，具 有 体 积

小、便于狭窄场地施工的特点。

专利拍卖招商公告

中国医疗器械市场持续发酵
引各方关注

供求信息

中国公司求购冷轧卷板

公司名称：上海舜轶实业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铁峰路 2001 弄 18 号

联系人：傅怀新

电话：+86-21-36413265

传真：+86-21-36413265

电子邮箱：fuhuaixin0616@126.com

中国公司求购DVD聚合物电芯

地址:深圳宝安珠劳动工业区 14 栋

公司名称：汇运电子有限公司

联系人：彭运

电话：+86-755-13480712056

传真：+86-755-27791826

电子邮箱：991206810@qq.com

波兰公司寻找光伏电池生产商

联系人：Dariusz Zbrzyzny

公司：电子结构股份有限公司

电话：0048 58 5219233

传真：0048 58 5219330

电邮：dariusz.zbrzyzny@elbudowa.

com.pl

（信息来源：中国驻波兰使馆经商参处）

（信息来源：商务部中国商品网）

俄企业寻求中国企业

设计、建设金属镁和铬铁加工厂
企业名称：ОАО《Управляющая Комп

ания《РосСпецСплав-Группа МидЮрал》
地址：117186, г. Москва, Севастополь

ский проспект 47/а, офис 403
620146, г.Екатеринбург, ул. Волгогра

дская 178
联系人：Патрушев В. Г.
电话：7-495-6604988 传真：-6604987

（信息来源：中国驻俄罗斯叶卡捷琳堡

总领馆经商室）

根据世贸组织数据显示，近 4 年

来，墨西哥成为全球进口税减幅最大

的国家。2008 年，墨西哥开始施行减

税计划，根据该计划到 2012 年为止，墨

西 哥 农 业 进 口 税 将 从 22.9% 减 到

14.2%，工业产品进口税从 11.1%减到

4%。目前，墨西哥工业产品进口税在

拉美地区几乎最低，为 4.2%，仅次于秘

鲁，后者为 3.6%，但近 4 年来减幅仅为

1.9%。而金砖四国的工业产品进口税

均远远高于墨西哥：巴西为 14.2%，印

度为 9.8%，中国和俄罗斯为 8.7%。

近4年来墨西哥
成为全球进口税减幅最大国家

受大规模债务减记造成的冲击影

响，希腊国内主要金融机构资本遭到

大幅削弱，这些银行目前共需要增资

274 亿欧元，其中希腊国民银行需增

资近百亿欧元。

报道称，预计希腊四大银行：希

腊国民银行、欧洲银行金融集团、阿

尔法银行和比雷埃夫斯银行年初将

被迫向政府求助，原因是希腊政府完

成的达 2000 亿欧元规模庞大的债务

重组，这导致希腊国内主要金融机构

资本大幅削弱。

希腊四大银行宣布
需注资274亿欧元

■ 本报记者 徐淼

备受欧债危机困扰的欧盟诸国，虽然需

求疲弱导致与中国的双边贸易急降，但当地

资产价格大幅下调，却造就了中资企业加大

对欧洲投资的良机。国家发改委新近公布经

核准的一批对外投资项目，其中中国内地企

业赴欧洲投资便有 11 个项目之多。

中国对德投资11月劲升110%

据市场消息指出，吉利汽车已经对英国经

典的黑色的士生产商锰铜控股提出收购。在中

国香港地区上市的吉利现在持有19.97%锰铜控

股股权，而这宗交易的具体情况还未对外公布。

尽管保守的英国人不愿黑色的士生产商

落在外国人手上，还在进行一些拯救行动，吉

利的收购能否成功，还是未知之数，但中资企

业趁欧债危机导致当地资产价格下降，正在

抓紧在欧洲投资的商机。12 月 20 日，国家发

改委公布了最新一批核准中资企业对外投资

项目，其中涉及欧洲投资有 11 个，为各地之

冠，便可知这个大势所趋。

事实上，受欧债危机影响，今年头 11 个

月，中国与欧盟的双边贸易额下降了 4.1%，

但同期中国对欧盟一些主要国家的投资却大

幅增长，其中最火爆的是德国，今年头 11 个

月，中国对德国投资增长高达 110%。

当然，中国加大对德国的投资力度，主要

从互利双赢的经济角度考虑。以来自浙江的

民营缝纫机企业中捷欧洲有限公司为例，在

成功参股德国最大缝纫机公司后，正竞购德

国第二大缝纫机公司。如果成功，这家浙江

民企将拿下全球工业缝纫机市场占有率的

15%，跃居世界第二位。

金融业加速投资欧洲

值得指出的是，虽然中资企业对欧洲的

投资仍是以制造业占大头，但服务业，尤其是

金融业也有增加的趋势。

中国内地金融界人士表示，在人民币国际

化步伐不断加快的过程中，中国金融服务业在

欧洲的业务正有提速之势，工商银行仅 11月份

便在欧洲新增 3 家分支机构，工银欧洲今年头

10个月的净收入超过 10亿美元，而中国银行和

建设银行也有在欧洲新设分行的计划。

“走出去”是中资企业发展的大趋势，虽

然中国内地企业对外投资并非一帆风顺，例

如华为和中兴通讯在美国的投资便多次碰

壁，但现在欧洲经济低迷，资产价格下跌，可

算是投资欧洲的良机了。 （辛 华）

欧债危机变商机 中企大举入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