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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扫描

海关近日公布的数据显示，1至6
月，我国手机出口额为 462.5 亿美元，

同比下降 14.4%，。这是手机出口额

连续第 7 个月下降，也是手机出口 10
余年同比回落持续月份的最长纪录。

中国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电子

家 电 行 业 部 副 主 任 高 士 旺 认 为 ，

2016 年全球经济形势依然不明朗，

智能手机普及率的提升将使需求增

长继续降温，潜在需求较大的新兴市

场受本国货币贬值和消费能力限制

的影响，需求增长也不乐观，我国手

机出口面临较大下行压力，预计全年

手机出口量值首次出现年度负增长。

“事实上，今年年初，业界就预

测中国手机出口额将连续下降。”高

士旺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作

为全球最大的手机生产出口基地，

中国企业应塑造品牌、加大研发力

度、拓展印度等新兴市场。

全球智能手机需求见顶

市 场 研 究 机 构 IDC 最 新 数 据

显示，2016 年第一、二季度，全球智

能手机出货量分别为 3.343 亿部和

3.433 亿部，同比增幅分别为 0.2%和

0.3%，说明需求正在见顶。

为此，IDC 将 2016 年全球智能

手 机 出 货 量 增 幅 预 测 由 年 初 的

5.7%下调到 3.1%，而前年和去年智

能 手 机 市 场 出 货 量 增 幅 分 别 是

27.8%和 10.5%。

“中国是全球重要的手机生产和

出口基地，手机出口伴随着全球市场

需求降温而压力明显增长，出口量增

幅从 2000 年至 2015 年逐步回落，已

从 50%渐次回落到 2.39%，今年上半

年更是出现了下降。”高士旺说。

从国家和地区来看，中国手机

对重点市场，如美国、韩国、荷兰、阿

联酋、新加坡等的出口量均同比下

降，对日本、德国、英国、俄罗斯的出

口量则同比增长。

高士旺建议，中国企业应该更

多地挖掘俄罗斯、印度等新兴市场，

避免在国内抢地盘和在国外传统市

场厮杀。

以印度为例。截至 2015 年，印

度拥有 13.1 亿人口，数量仅次于中

国。尽管智能手机在印度的市场份

额一直上升，但 IDC 数据显示，到

2014年第四季度，印度的功能机市场

份额仍然占到 65%，也就是说相当于

2011至2012年左右的中国市场水平，

处于智能手机的爆发启动时间点。

出口价格大幅下降

今年前 6 个月，我国手机出口

量为 5.8 亿部，同比微降 1%，但是出

口平均价格同比下降 13.9%，约为

79.6 美元/部。

高士旺告诉记者，导致我国手机出

口价格下降的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

首先，除了一些大品牌外，我国

大部分智能手机还是贴牌加工，品

牌溢价能力差。

Android PIT 专 门 跟 踪 安 卓 发

展动向，该网站的一名编辑说：“中

国智能手机卖家有一个非常独特的

吸引力，那就是价格。它们的硬件

性能不输 LG 或三星智能手机，价

格却非常低。”

其次，从全球智能手机普及率

来看，美欧日韩等发达地区市场趋

于饱和，而普及率较低的印度、俄

罗斯、巴西等新兴国家市场，由于

受消费水平限制，低端低价智能手

机为市场主流，因此智能手机总体

价格仍将明显回落。

世 界 著 名 市 场 研 究 公 司 GFK
移动通信事业部总监孙开曾在接受

采 访 时 说 ，“ 目 前 印 度 新 机 的（平

均）销售价格在 60 至 70 美元之间，

新机就包括智能机和功能机。”

最后，随着智能手机软硬件技术

的不断发展，生产成本大大降低。

再加上手机厂商不断增多，手机硬

件过剩和同质化竞争已是常态。这

导致手机价格处于阶段性瓶颈期。

手机订单向外转移

“虽然中国是最大的手机生产

基地，但部分产能已经开始向越南

等地转移。”高士旺告诉记者，为了

获取更低的劳工工资，三星 2013 年

年底开始“南迁”。到 2015 年，三星

在越南投建的 20 亿美元新工厂产

能利用率达到 100%，已经生产三星

40%以上的手机。

还有消息显示，印度以及东南

亚地区相较而言人工成本更为低

廉，这也吸引华为、中兴、小米等国

产品牌纷纷向东南亚投资或在当地

设厂，这也大大摊薄了国内代工厂

商的产量。

订单转移对我国手机出口来说

也是重要影响因素。国际海关数据显

示，2015 年 1 至 11 月，美国进口手机

2.26 亿部，同比下降 0.58%。其中自

中国进口 1.82 亿部，同比减少 770 万

部；自越南进口1208万部，增加了884
万部。另一重要市场德国，2015 年 1
至 11 月从越南进口手机由上一年同

期的 968万部增加到 1671万部，从中

国进口量则从1835万部下降到918万

部。人口大国印度的进口数据显示，

自越南进口手机比重也在逐年增加。

高士旺表示，虽然全球智能手

机需求正在见顶，但中国企业仍有

很大的发展空间。国产手机品牌应

向三星学习，加大基础技术的研发

投入，尤其是在手机芯片、摄像头、

内存等关键技术难点方面的投入，

并加大品牌塑造力度，针对用户不

同阶段的需求设计出覆盖低、中、

高、超高的完整产品线。

◆数据播报

2%

260万

据统计，截至 8 月 4 日，除西藏

之外，我国 30 个省市、自治区外贸

半年报均已出炉（未计入港澳台）。

上半年，包括广东、山东、山西、浙

江、湖北、安徽、甘肃、新疆、福建、青

海等在内的 10 个省区出口实现正

增长，而在上述地区促进出口增长

的因素中，高新技术产业的拉动作

用凸显。

今年上半年，从总量看，广东省

进出口总额以 2.81 万亿元继续位列

全国第一，依然占据全国进出口约

1/4 的比重。此外，进出口总额超

过万亿元规模的省市还有江苏、上

海、浙江，上述四地进出口规模加总

超过 6.7 亿元。从增速来看，陕西以

11.75%的进出口增速领跑全国。此

外，新疆、甘肃、湖北、山西、宁夏、山

东、浙江、安徽上半年进出口实现正

增长。

值得关注的是，与前两年东部

沿海省份几乎全部缺席外贸正增长

梯队的情况相比，今年上半年发生

了明显的变化：广东省上半年出口

实现正增长 0.9%，浙江省上半年进

出 口 和 出 口 分 别 增 长 1.7% 和

2.8%。山东省进出口、出口、进口分

别增长了 2.4%、2.7%和 2%。此外，

江苏、上海等出口大户的降幅也明

显收窄。

近几年来，受到世界经济增长

乏力外需低迷的影响，沿海省份进

出口纷纷下滑，随后广东等地开始

转型升级、积极突破困局。在业内

专家看来，东部沿海地区的外贸回

暖释放出积极的信号。

商 务 部 研 究 院 国 际 市 场 研 究

所副所长白明对记者表示，沿海地

区是我国外贸率先发展起来同时

也是金融危机之后率先转型升级

的地区，近年来在劳动力要素成本

上升、贸易壁垒等因素的作用下，

沿海地区遇到了发展瓶颈。现在

看来，沿海地区转型升级的成效已

经开始显现，内生动力逐渐增强，

结构逐渐优化，已经初步走出了阵

痛期。

对于中部地区而言，其正处于

工业化中期向后期发展的过渡阶

段、竞争优势从低成本向资本和技

术转变的关键阶段，如何将高科技

转化为经济增长的动力，构建开放

型经济，依然是该地区发展的重要

命题。“一带一路”战略可以弥补其

不沿海的区位劣势，有望成为外贸

的突破口。

剖析上述地区的外贸结构，确

实也印证了这一点。记者梳理发

现，不仅是沿海省份，外贸增长势头

比较好的省份呈现出来的结构都很

相似：即民营企业成为带动进出口

增长的主体，高新技术产业成为拉

动出口增长的引擎。

以江苏为例，江苏省商务厅相

关负责人指出，在国际市场需求疲

软形势下，企业订单逐步两极分化

并向优势企业集中。江苏省部分

IT 行业、光伏行业以及部分劳动密

集 型 行 业 的 出 口 优 势 较 为 明 显 。

全省便携式电脑和平板电脑分别

出口 544.4 亿元和 160.7 亿元，前者

同比微降 0.1%，后者增长了 9.6%。

山 西 省 手 机 等 高 新 技 术 产 品

出口大幅增长。上半年，山西省手

机出口 1080 万台，价值 163.3 亿元，

分别增长 43.5%和 53.7%；高新技术

产品出口 176.2 亿元，增长 57.1%。

陕西省集成电路、存储芯片、固态

硬盘等机电产品成为外贸出口主

导产品。

“虽然现在看外贸确实有稳住

的迹象，但是还不能掉以轻心。”白

明对记者指出，国际市场的外部环

境没有根本改变，贸易摩擦依然多

发，东南亚地区与我国竞争加剧，发

达国家也通过科技创新提高了生产

率克服了劳动力高成本，所以我国

外贸发展面临的外部压力依然很

大，需要通过供给侧改革更多焕发

内生动力。

业内分析认为，近期全球贸易

略有回暖迹象，对二季度部分地区

货物贸易进出口形成一定支撑，但

未来国际国内经济形势依然严峻复

杂，影响外贸发展的不确定因素仍

然较多。5 月、6 月出口先导指数分

别为 33.1 和 32.7，连续两月环比下

降，表明三季度我国出口再度面临

较大下行压力。

江 苏 省 业 内 人 士 坦 言 ，除 了

宏观环境、外在因素，江苏产业结

构调整的步伐也有待加快。在全

省外贸中占比 41.7%的加工贸易，

对 外 需 变 化 、国 内 生 产 成 本 提 升

等 反 应 灵 敏 ，产 能 转 移 的 考 验 依

然会非常严峻。一些战略性新兴

产业，虽然有所突破，但离形成规

模 产 能 、成 为 外 贸 出 口 有 生 力 量

还有距离。

（高 敏）

由斯里兰卡种植业部长纳温·
迪萨纳亚克率领的一个高级代表团

日前来华参加“锡兰茶”的宣传推介

活动，其中包括 8 月 3 日晚在北京举

办的“锡兰茶推广之夜”。

斯里兰卡茶叶委员会在全球发

起了一个大型公共关系活动，其宗

旨是要确立锡兰茶在全球红茶中的

顶级地位。

根据斯里兰卡茶叶委员会向记

者提供的资料显示，斯里兰卡茶叶出

口在 2014 年达到 16.5 亿美元（2015
年出现下降，为 13.5 亿美元），占其外

汇收入的 15%，超过其全年进口食品

所需要的外汇总额。茶产业对斯国

内生产总值的贡献率达到 2%，大约

200 万人直接或间接依靠该产业就

业，相当于其全国人口的10%。

斯里兰卡统计资料显示，斯是据

中国、印度、肯尼亚之后的世界第四

大茶叶生产国，2015 年产量 32.8 万

吨，其中 30.7 万吨出口，占当年全球

茶叶出口总量的 17%，仅次于肯尼亚

和中国，是世界第三大茶叶出口国。

日前斯里兰卡最大的茶叶出口对象

国是俄罗斯、土耳其、伊拉克和伊

朗。中国还不在其前十大茶叶出口

对象国之列，大约仅占其出口市场份

额的 2.3%。但是 2015 年共对华出口

量 720 万公斤，比 2014 年增长了 50%
以上，是2009年的8.5倍。

记者获悉，斯里兰卡茶业界已

确定中国为锡兰茶的潜在目标市

场。目前，斯里兰卡在中国的茶叶

进口市场中占据 1/3 左右的份额，

落后于主要供应商越南，领先于印

度和印度尼西亚。斯里兰卡提供的

数据显示，中国 2015 年茶叶消费量

为 182.4 万吨，远超世界第二大茶叶

消费国印度的 94.7 万吨。

2017 年，斯里兰卡将举行茶叶

商业种植 150 周年纪念活动。2017
年也是中斯两国著名的“米胶协议”

签署 65 周年以及建交 60 周年。借

此，斯里兰卡将举办一系列活动，向

中国推广锡兰茶。

斯 里 兰 卡 红 茶 产 自 七 个 不 同

农业气候区，有 28 个主要品种，因

为 产 区 海 拔 高 度 不 同 ，茶 叶 在 口

味、厚度、颜色、香气等方面也各不

相同。 （仲 景）

中企还需塑品牌 抓研发 拓市场

手机出口量出口额双降
■ 本报记者 范丽敏

本报讯 四川出口质量安全示

范区果蔬优品产销对接会近日在

四川出入境检验检疫局举行，来自

全国各地的 10 家知名电商企业与

来自四川省内出口质量安全示范

区 的 30 余 家 龙 头 企 业 参 加 对 接

会，通过搭建国内外市场产销平

台，进一步提高了“四川制造”果蔬

品牌在全国的知名度。

四川是中国农业大省，农产品

年均产量保持在 4000 多万吨，居

全国前十位。为打造面向国际的

现代特色效益产业，四川检验检疫

局大力推动出口食品农产品质量

安全示范区建设，建成了成都蒲江

县、金堂县等 7 个国家级出口食品

农产品示范区以及 3 个省级出口

质量安全示范区。通过示范区建

设，“川字号”特色优质农产品出口

到俄罗斯、东盟、中亚、欧美、日韩

等国际市场，2015 年全省年农产

品、食品出口总额约 7.5 亿美元。

据悉，受国际市场需求下降的

影响，四川农产品、食品对外贸易

也呈现下降趋势，为了帮助出口企

业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协调发

展，四川出入境检验检疫局积极组

织辖区内企业与黑龙江、内蒙古等

口岸经销商召开产销对接会，帮助

辖区企业拓展国际市场。（张 浪）

本报讯 深 圳 出 入 境 检 验 检

疫局 8 月 5 日称，中国-哥斯达黎

加自由贸易协定实施 5 年来，深圳

辖区相关企业获得关税减免优惠

约 4 千万美元。

2016年8月1日，中哥自贸协定

生效满 5 年。5 年来，深圳检验检疫

局共签发中哥自贸协定原产地证书

20254份，涉及货值49842万美元。

中哥自贸协定是中国与中美

洲国家签署的第一个一揽子自贸

协定，对中国拓展哥斯达黎加及

中美洲国家市场有重要意义。目

前，中哥自贸协定原产地证书签

证量和签证金额还在持续上升。

仅今年上半年，深圳检验检疫局

共签署中哥自贸协定原产地证书

2086 份、金额 7762 万美元，较去年

同期分别增长了 4.7%、25.1%。涉

及产品也由最初的玩具、金属制

品等扩展为手机等高附加值的高

新技术产品。 (廖奕 黎栽柳)

受惠中哥FTA
深圳为企业减税4千万美元

本报讯 据东莞出入境检验检

疫局 8 月 5 日通报，今年上半年，该

局共完成市场采购出口木家具检

验检疫1704批次，货值4829.72万美

元，同比分别增长了211.5%和173.5%。

东莞是中国乃至世界的家具

制造基地。据东莞市家具协会统

计，东莞各类家具及配件的生产

企业约 3000 家。自从 2008 年中国

国家质检总局对出口木制品、家

具生产企业实行注册登记的准入

制度后，大部分东莞出口木制家

具企业先后到东莞出入境检验检

疫局进行注册登记，并在东莞口

岸报检出口家具，推动了地方外

贸 的 健 康 发 展 。 但 不 容 忽 视 的

是，仍有部分企业特别是通过市

场采购的方式的出口企业由于缺

乏正常的出口渠道，存在大量“飞

单”等不规范行为，出口木家具存

在较大的质量安全隐患。

为 此，东 莞 出 入 境 检 验 检 疫

局于 2014 年 8 月设立了市场采购

出 口 木 制 品 及 木 家 具 集 中 检 管

区，实施集中查验、快捷放行的把

关服务工作，并对通过集中检管

区出口的家具实行 24 小时申报及

无纸化报检，吸引了越来越多的

出口家具企业通过正规的渠道报

检出口。 (郭军 林海波)

东莞市场采购木家具出口倍增

四川搭台推广本地果蔬品牌

据俄罗斯卫星新闻网消息，中

国驻俄使馆商务部参赞刘雪松日

前接受俄罗斯记者采访时表示，中

方有意扩大与俄罗斯的农产品相

互输出，并尽快通过有关进口俄罗

斯粮食产品的协议。

2015 年底，中俄已签署俄罗斯

小麦等植物性产品输华检验检疫的

议定书，俄罗斯的大豆、玉米、水稻

及油菜籽等产品已经实现对华出

口。双方正在商谈燕麦、荞麦和亚麻

籽等的输华议定书，并将很快签署。

刘雪松称：“从长远来看，中国

欢迎优质的粮食产品进入中国市

场，丰富和调剂中国的农产品品

质，希望俄方也扩大进口中国的优

质粮食产品，实现农产品贸易的平

衡发展。 （翟潞曼）

◆进口提醒

据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报道，葡

萄酒评论家詹姆斯·哈利迪认为，

中国市场对顶级葡萄酒的需求越

来越大，对中国市场的葡萄酒出口

推动了澳大利亚葡萄酒业发展。

据报道，澳大利亚葡萄酒出口

年增长额为 21 亿澳元（约合人民币

106 亿元），酿酒葡萄平均购买价格

增长至 526 澳元每吨，涨幅达 14%，

达到了自 2009 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哈利迪认为，澳大利亚葡萄酒

业发展的主要原因是中国中产阶

层的不断壮大，该群体具备顶级葡

萄酒购买力。哈利迪称，超过 50%
的最高价位澳大利亚葡萄酒购买

者为中国人，是中国的巨大需求拉

动了澳大利亚葡萄酒业的发展。

澳大利亚葡萄种植者协会执

行董事安德鲁·威克斯说，“重要的

是，这种积极的增长趋势将继续保

持。葡萄酒业的工作重点是继续扩

大来自主要市场的需求。”(谭利娅)

澳过半高价位葡萄酒被中国买下

中国望进口俄优质粮食产品

中国产业用纺织品行业协会

8 月 3 日透露，2016 年上半年，中

国产业用纺织品行业继续加大产

品开发和市场拓展力度，行业整

体保持平稳较高的增速，经济效

益持续向好。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中国

产业用纺织品行业面临的国际形

势比较复杂，出口增速变化较大，

2011 年 其 出 口 增 速 达 到 26.3%，

而 2012 年其出口增速大幅下滑

至负值，2013 年后反弹至约 8%，

2014 年出口发展平稳，2015 年又

出现较大幅度的下滑。2016 年上

半年中国产业用纺织品出口同比

下降约 2%，降幅与一季度相比有

所收窄。据分析，中国产业用纺

织品出口波动的原因，一方面是

由于世界主要经济体复苏缓慢，

另一方面也与其出口价格的下降

有关系。 （思 琪）

产业用纺织品出口
同比下降

去年中国赴
美游客创新高

美国商务部国家旅游办公室

公布的数据显示，2015 年到美国

的游客人数达到 7750 万，其中来

自中国的游客接近 260 万。

据悉，自 2010 年以来，中国

赴 美 游 客 人 数 每 年 都 创 新 高 。

2011 年 中 国 赴 美 游 客 人 数 首 次

突破百万；2015 年中国赴美游客

人数接近 260 万人，比 2014 年增

加了 4%。

纽约州依然是国际游客最青

睐 的 目 的 地 ，连 续 15 年 蝉 联 第

一。2015 年，纽约州共接待 1039
万名国际游客，比 2014 年增加了

2%。休闲旅游是国际游客赴美

的主要目的。 （朱 旌）

民营企业为进出口增长主体 高新技术产业成出口增长引擎

外贸半年报释放回暖积极信号

“锡兰茶”发力进入中国市场

上海跻身全球
十大航运中心第6位

由新华社中国经济信息社和

波罗的海交易所共同编制的《新

华—波罗的海国际航运中心发展

指数报告（2016）》日前在上海发布。

综合评价结果显示，全球十

大国际航运中心中，新加坡、伦

敦、香港依旧位列前三，上海稳居

第六。报告还显示，中国港口在

“海上丝绸之路”沿线港口中表现

积极，沿线港航连接程度稳中有

升。评价结果还显示，中国在航

运服务上正不断进步。（沈则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