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产经综合

Industry

C2

主编：晓 楚 编辑：刘 骏 组版：晓 旗

Email:liusichen@zqsbs.com

电话：0755-83514103

2010年 10月 25日 星期一

广交会二期开幕

“圣诞订单”形势有所好转

据新华社电 以日用消费品、 家居用品、礼

品和玩具为主体的第

１０９

届广交会第二期

２３

日开幕。本期参展企业大多以劳动密集型为主，

市场人士普遍反映，尽管年内“圣诞订单”形势

总体有所好转，但在人民币升值、劳动力成本上

升及全球市场波动的情况下，企业获益不多，且

长远接洽订单压力仍在持续加大，面临着“有单

未必敢接”的窘迫局面。

新品展出成为本期广交会的一大特点。 福

建千百汇工艺有限公司总经理黄金旺说， 该企

业本期推出了一系列室内喷泉产品， 主要原因

是欧洲市场近期需求缓慢复苏， 订单量较去年

有了明显增长， 因此企业借机推出了较多款新

产品，为明年增长打下基础。

但值得注意的是，本期企业纷纷反映，虽然

今年“圣诞订单”总量有所增长，但企业压力仍

然较大。 一些玩具企业和礼品企业反映， 截至

１０

月，今年全球“圣诞订单”需求态势较去年好

转，部分产品价格也略有增长，但企业盈利没有

增加甚至还有所降低， 主要原因在于人民币升

值和成本上涨。

广东大业陶瓷有限公司市场部负责人杜鹏

说， 除了人民币升值以外， 工人工资涨幅在

１５％

左右，对企业造成较大冲击，但是陶瓷企业

对工人需求具有一定的刚性， 企业用工成本不

断增加。同时，企业还面临着石油气等原材料成

本涨价的因素。 由于产品出口价格提高幅度有

限，企业利润并没有获得相应提升。

山东山海玻璃制品有限公司董事长说，这

些劳动力成本上涨、 人民币升值等问题就是一

个“天气问题”，所有企业都会遭遇到，关键是企

业要有一把可以遮风挡雨的“雨具”，即企业要

通过不断创新，提升产品价格话语权，从而可以

免遭风吹雨打，保持稳定增长。而山海集团就是

通过不断创新， 实现销售额

４５％

以上的增长，

而一些产品的利润甚至可以达到

３０％

左右。

2010

中国国际物联网大会

10

月

28-29

日将在无锡召开

证券时报记者 邵尚楠

本报讯 中国国际物联网 （传感网） 大会

将于

10

月

28-29

日在无锡市国家传感网示范

中心隆重举行。 大会以 “迎接智能时代” 为主

题， 分设 “物联网技术及商业应用高峰论坛”

和 “物联网投融资高峰论坛” 两场论坛。 据组

委会消息， 工信部、 发改委、 科技部、 中科院

等多个部委和江苏省政府、 新华社领导将出席

大会并致辞， 是迄今为止物联网行业规格最高

的一场行业盛会。

在

28

日物联网技术及商业应用高峰论坛

上， 物联网技术应用和城市智能化将成为全球

物联网产业关注的焦点。 物联网技术推动城市

智能化不仅成为政府、 产业界领袖的共识，在

29

日举行的物联网投融资高峰论坛上，野村综

研全球董事山田泽民、深创投总裁李万寿、德同

资本管理合伙人邵俊、启明创投创始人邝子平、

常春藤资本管理合伙人付磊等著名风险投资

家，以及华安基金首席投资官王国卫，昔日证券

市场明星、今日私募大佬吕俊、陈继武等证券界

名流也将就物联网技术商业化、 物联网产业投

融资等热点话题展开讨论。

上海世博会参观者

累计突破

７０００

万人次

据新华社电 截至

２４

日

１０

时

１７

分， 上海

世博会参观者累计突破

７０００

万人次。

吸引

２００

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参展、

７０００

万

人次参观，是中国申办

２０１０

年世博会时向国际

社会作出的庄严承诺。 在上海世博会开幕第

１７７

天之际，承诺兑现。

２４

日上午，上海世博会执委会领导第一时

间通过电视电话会议系统， 向在世博一线工作

的全体人员表示慰问。

“是组织者、参展方和参观者共同创造了参

观者累计人数的新纪录。”上海世博局有关负责

人表示， 感谢广大参观者对世博会的巨大热情

和积极参与，感谢全体参展方对组织者的理解、

支持与配合。世博会组织者将全力以赴，直至世

博会闭幕的最后一刻，服务好参展方和参观者。

上海世博会开幕之际， 共吸引了

２４６

个国

家和国际组织参展。自

５

月

１

日开园后，世博园

运行平稳有序，园区服务水平不断提高，中外游

客参观意愿不断增加。 上海世博会开园第

３６

天，参观者累计突破

１０００

万人次。此后，随着暑

期到来，参观者数量节节攀升。 其间，端午、中

秋、国庆假期，世博园游客摩肩接踵。

１０

月

１６

日， 上海世博会单日入园人数和

累计参观人数两项指标， 双双刷新世博会历史

纪录，分别达到

１０３．２７

万和

６４６２．０８

万人次。此

后的一周时间内，世博会参观者每日保持在

６０

万人以上，进入闭幕前的一波参观高峰。

国际展览局秘书长洛塞泰斯日前在世博

园对上海世博会的民众参与程度予以了高度

肯定。

前三季度广东省

GDP

同比增长

11.6%

证券时报记者 甘 霖

本报讯 广东省统计局最新数据

显示，今年前三季度，广东实现生产总

值

31542.28

亿元， 同比增长

11.6%

，

比全国高

1

个百分点， 同比增速提高

3

个百分点。 分产业看，第一、第二、第

三 产 业 分 别 增 长

4.4%

、

15.0%

和

8.2%

。

经济向好势头进一步巩固

今年前三季， 广东经济运行保

持平稳增长，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取

得初步成效， 实现速度、 质量与效

益相互协调的良好局面， 经济向好

势头进一步巩固， 继续朝着宏观调

控的预期方向发展。 主要表现在：

投资和消费规模不断增大； 扩内需

成效明显； 外贸出口增速逐月回

升， 三大产业对经济增长的拉力趋

于协调。

前三季度， 广东省全社会固定资

产投资总量突破万亿， 达到

10573.62

亿元， 增长

24.1%

， 增幅在进入新世

纪以来首次超过全国平均水平； 实现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12698.08

亿元，

同比增长

17.1%

， 增幅同比提高

1.0

个百分点； 累计实现外贸进出口总额

5594.6

亿美元， 同比增长

31.0%

。 其

中 ， 进 、 出口分别增长

35.5%

、

27.8%

。 进出口、 出口、 进口总额与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前的

2008

年同期

相比分别增长

8.2%

、

6.6%

和

10.4%

；

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

159.02

亿美

元，同比增长

2.1%

。

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升级

广东不断加快现代产业体系建设

和产业转型升级推进力度， 促使经济

增长逐步转向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

业“双轮驱动”的轨道。 今年前三季度

广东规模以上工业累计完成增加值

14008.43

亿元，增长

17.6%

，同比提高

10.9

个百分点。

广东积极发展高技术产业和战

略性新兴产业， 目前已成为全球最

大的液晶电视模组生产基地， 设计

产能占全球

1/4

， 液晶平板电视产量

占全国总产量的一半以上。 全省

LED

封装产量约占全球一半。 电子

信息、 电气机械、 医药制造业、 汽

车及摩托车业增加值增速均在

19%

以上。 汽车产量增长

30.6%

； 汽油增

长

31.9%

； 移动通信、 集成电路、 液

晶显示器产量分别增长

60.6%

、

53.1%

和

50.5%

；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

政业、 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业和软

件业、 批发和零售业实现增加值分

别增长

11.0%

、

11.3%

和

13.5%

； 受

国家地产调控政策影响， 金融业和

房地产业实现的增加值增幅同比回

落

16.8

个和

24.1

个百分点。

经济运行质量效益趋好

今年

1-8

月， 广东规模以上工业

企业实现利润

2473.41

亿元， 增长

42.1%

， 增幅比

1-5

月回落

24.3

个百

分点；财政总收入完成

8522.59

亿元，

同比增长

35.6%

； 地方一般预算收入

累计完成

3235.37

亿元， 同比增长

20.9%

； 税收收入完成

2776.04

亿元，

增长

19.5%

。

前三季度，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

18101.1

元，增长

10.4%

，扣除价

格因素实际增长

7.5%

。农村居民人均

现金收入

6391.4

元， 增长

14.5%

，实

际增长

11.1%

。 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保

持平稳增长，

9

月末中外资金融机构

居民储蓄存款余额

36506.86

亿元，同

比增长

15.7%

。

就业形势继续保持稳定。 三季度

末城镇登记失业率

2.42%

， 同比下降

0.22

个百分点。 新增就业人数稳步上

升，至

9

月底，全省实现城镇新增就业

138.3

万人，同比增长

12.3%

。

商务部加大对食用油糖调控力度

证券时报记者 许 岩

本报讯 针对近期市场上食用

油、 糖价格上涨的现象，商务部表示，

目前各地流通企业库存、 政府储备数

量充足。

10

月

22

日， 商务部会同有

关部门投放了

21

万吨白砂糖， 并将

进一步加大食糖市场调控力度。 国家

有关部门也向市场投放食用油

30

万

吨。 商务部强调， 将继续指导流通企

业积极组织货源， 丰富商品品种， 保

障市场供应， 满足群众消费需求， 维

护市场稳定。

商务部最新发布的市场监测公告

指出，

10

月中旬桶装食用油零售价格

平均为

13.77

元

/

升， 较

7

月中旬上涨

1.2%

。 其中菜籽油、花生油、豆油分别

上涨

1.4%

、

1.4%

和

0.5%

， 涨幅较小，

销量有所增加。

商务部还称，在截至

10

月

17

日

一周内，全国主要大中城市小包装食

糖零售价格平均为

7.68

元

/

公斤，较

9

月底价格上涨

1.3%

，零售价格基本

平稳。

据了解，今年来，商务部已多次向

市场投放储备糖， 上一次在

9

月

9

日

投放的第八批国家储备糖，数量

24

万

吨，竞卖底价为

4000

元

/

吨。 相关官员

也表示，随着新榨季的即将到来，新糖

会大量进入市场， 估计糖价上涨的趋

势不会持续。另据北京媒体报道，北京

糖业烟酒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任长青透

露， 糖价的上涨目前已经引起发改委

的关注。

此外， 为应对此次国际大豆及

油价的迅速上涨， 平抑食用油市场

的价格波动， 国家粮油交易中心最

近已发出公告， 将在

10

月

20

日向

市场抛售

30

万吨国家临时存储食用

油， 这也是今年以来国家首次在市

场上大规模抛售储备油。 此次竞价

销售的品种为国家临时存储的

30

万

吨菜籽油， 参加竞价交易的买受人

必须承诺所购买的食用植物油尽快

投放市场。

国内粗钢月产量创年内新低

新华社记者 李 荣

� � � �据国内知名钢铁资讯机构 “我的

钢铁”提供的最新市场报告，国内钢铁

产能的释放开始出现了 “受抑” 的苗

头，

９

月份的粗钢产量仅为

４７９５

万

吨，同比下降

５．９％

，年内粗钢月产量

首度低于

５０００

万吨，创下一年来的低

水平。但总体而言，国内钢市的需求强

度与供应能力依然处于不匹配的状

态，库存指数偏高，有市场人士称之为

“亚健康的市场”。

据资讯机构的监测， 最近一周

内， 国内钢材现货市场先涨后跌。 周

初在远期价格高开的带动下， 现货市

场上的商家以小幅上涨跟随。 到周后

期， 由于央行突然加息， 钢材远期价

格大幅跳水， 市场失去价格支撑， 现

货钢材的报价持续阴跌。 据统计部门

最新公布的数据，

９

月份国内粗钢产

量为

４７９５

万吨， 同比下降

５．９％

， 粗

钢月产量年内首次低于

５０００

万吨，

创下年内新低。 一些分析师认为，

短期内， 部分地区的限电， 抑制了

国内一部分钢材产量的释放。 但节

能减排目标的实施如何寻找长效的

途径， 使得其调节作用更为持久，

是值得观察的。

据分析， 国内建筑钢材市场小幅

盘整， 不同市场 “涨、 跌、 平” 各

异， 吨价调整幅度不大。 目前市场心

态十分谨慎， 部分地区贸易商的出货

意愿增强， 市场价格总体呈弱势整理

的态势。 热轧板卷市场也以 “震荡探

底” 为主， 传统认知中的 “银十” 走

势并未出现， 高库存加上低需求， 价

格阴跌， 商家信心松动。

国内冷轧市场也是震荡下行， 整

体成交情况不佳。 突如其来的加息政

策， 着实让钢市 “吃了一惊”， 主要

板材品种的价格纷纷出现下跌， 但总

体影响还是有限和可控的。 有分析师

认为， 市场上出货意愿正在加强， 但

缺乏需求面配合， 钢价难以保持坚

挺。 不过， 后期到货资源的成本依然

高企， 价格杠杆决定了商家惜售心理

的存在， 冷轧板卷的价格还不大可能

大幅波动。

相关市场人士说， 国内钢市整体

进入弱势运行通道。 虽然国内粗钢的

高产量有所松动， 主流产品的订货成

本依然较高， 对市场起到一定的支撑

作用， 但需求的强度与供应能力的不

匹配， 警示钢市在高库存压力之下还

是 “暗藏风险”。

另据国内知名钢铁现货交易平台

“西本新干线” 提供的最新市场报告，

上海建筑钢价又现 “冲高回落” 一

幕， 目前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 市场

走势唯有窄幅震荡一途。 由于出厂钢

价与现货价长期倒挂， 不少贸易商出

现浮亏。 一年一度的钢材 “冬储” 期

将至， 以目前的出厂钢价来推算， 今

年市场的 “冬储” 成本或将创出历史

新高， 这将给市场带来不确定性。 据

相关监测数据， 最近一周内， 上海建

筑钢价再度出现 “冲高回落” 的一

幕。 目前， 沪上优质品二级螺纹钢代

表规格吨价调整至

４１７０

元附近， 与

上一周基本持平； 沪上优质品三级螺

纹钢报价则调整至每吨

４３３０

元左右，

一周下调

２０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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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火材料行业步入横向重组新阶段

证券时报记者 刘莎莎 实习记者 蔡 楠

� � � �随着下游行业尤其是钢铁行业整

合带来的变化， 耐火材料行业正经历

着一场变革。 光大证券耐火材料研究

员胡皓说：“耐火材料行业即将迎来兼

并重组的整合期， 整合推动力主要来

自行业结构全面升级。 ”

产业升级 迫在眉睫

自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国内逐渐

出现了一批定点生产耐火材料的企

业。 然而，行业发展中，低水平重复生

产的局面隐现。许多企业规模小、生产

装备落后，加之通过无序竞争，竞相压

低价格， 从而使得以偷工减料为手段

来降低成本的现象频现。于是，本来就

因装备落后而产生的产品质量不稳定

问题更是雪上加霜。

数据显示，国内约有超过

2000

家

耐火材料企业参与竞争， 平均年产量

不足

1.1

万吨， 年销售收入达到

2

亿

元以上的企业仅有约

20

家。即使濮耐

股份（

002225

）这样的行业第二名企业

年销售额也仅为

11

亿元，市场占有率

仅

1%

左右。 由此看来，在这个充分竞

争的行业，集中度很低，企业规模小且

分散。

在这种现状下，胡皓认为，国内耐

火材料行业的整合重组将体现在三个

方面：一、行业发展模式升级，从成长

期向产业升级期过渡， 从过去单纯追

求产量的粗放式增长向提升产品档

次、追求附加值转变。 二、产品功能升

级， 由过去单一追求耐火性质向具备

多种功能、更加节能环保过渡。 三、企

业盈利模式升级， 由过去单纯的产品

提供商向耐火整体方案提供商的角色

过渡。未来

3-5

年，耐火材料行业将进

入横向兼并重组的新发展阶段。

快速成长期已过

耐火材料行业在过去

20

年中分

享了钢铁等下游行业的快速增长，

2007

年我国耐火材料产量就已达

2911

万吨，占据世界耐火材料总产量

的半壁江山， 近

6

年复合增长率均达

30%

以上。

但随着钢铁行业等下游行业总产

量增速放缓，耐火材料需求增速开始回

落，近两年产量增长则几乎停滞。

2006

年我国耐火材料产量即达到历史最高

点

3243

万吨， 而

2009

年产量下降为

2454

万吨。 业内人士认为，未来行业将

结束过去那种依赖产量增长的模式，持

续增长的动力来源于产业升级。

目前， 国内耐火材料行业整体承

包的服务模式为此行业开辟了新的发

展动力。 据了解，在整体承包模式中，

承包方不仅要负责供货， 还要负责砌

包、使用、维修、拆包的全过程管理，按

出钢量、炉次等进行结算付款。这种方

式不仅促使了耐火材料厂商不断开发

新材料， 提高产品性能， 延长使用寿

命， 更改变了与钢厂间单纯的交易关

系，形成供求双方利益共同体。从濮耐

股份和北京利尔（

002392

）的财务数据

来看， 整体承包毛利率较直销产品高

3-5

个百分点。

节能降耗迫使技术升级

耐火材料行业本身是个高耗能行

业，随着技术的进步，耐火材料的使用

寿命不断增加， 每吨耐火材料的炼钢

量增加，也将节省耐火材料的使用。在

节能降耗的大背景下， 对技术升级的

要求摆在耐火材料企业面前。 另一方

面， 钢铁冶炼中的节能降耗离不开工

艺革新、技术革新，而这也要求耐火材

料的性能进步。

2004-2009

年间， 耐火材料产

量增速仅为

4.7%

， 而产值增速则高

达

27.9%

。 行业产值增速远高于产

量增速， 这其中已折射出耐火材料

行业的技术进步， 行业正向以高技

术含量、 高附加值为目标的产品结

构升级。

在产品结构的升级过程中， 胡皓

认为将形成“三个替代”，即高档材质

对低档材质的替代， 不定型产品对定

型产品的替代， 功能型产品对普通产

品的替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