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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微博用户

爆发增长至

1.95

亿

见习记者 李强

昨日，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 《第

28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显示，

截至

2011

年

6

月底， 中国网民规模达到

4.85

亿。 值得关注的是， 微博用户数量从

2010

年

底的

6311

万爆发增长到

1.95

亿， 涨幅超过

200%

， 成为增长最快的互联网应用模式。

据了解， 目前中国网民数较

2010

年底增

加

2770

万人， 增幅仅为

6.1%

， 增长的绝对数

量小于去年同期的

3600

万， 表现出明显的减

缓态势， 在这

4.85

亿的网民中有

3.18

亿为手

机网民， 比例占到了

65.5%

， 成为中国网民的

重要组成部分， 其中手机网民使用微博的比例

从

2010

年末的

15.5%

上升至

34%

。

此外， 大部分商务类互联网应用保持平稳

上行态势， 网上银行和网上支付的用户使用率

小幅上升， 网络购物用户增长了

7.6%

， 而团

购应用成为亮点， 使用率从

4.1%

提升到

8.7%

， 增幅达到

125%

。

二季度手机购物

交易规模达

16.7

亿元

见习记者 李娴

易观国际昨日发布的 《

2011

年第二季度

中国手机购物市场季度监测》 数据显示， 今

年第二季度国内手机购物市场交易规模达到

16.7

亿元， 延续了去年手机购物市场快速发

展的势头。

报告显示， 由于近年来电子商务企业对于

手机端业务的投入力度明显加大，

6

月底京东

商城的客户端下载量已逼近百万， 日均交易规

模

(

含

WAP)

接近

200

万元； 凡客诚品手机客

户端也快速发力， 手机端订单数占总订单比例

接近

3%

， 而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的普及， 让

客户端应用的装机量快速增长。 易观国际预

计， 商家对客户 （

B2C

） 网站的手机端业务将

成为近期推动中国手机购物市场增长的核心

动力。 早在

2010

年， 淘宝网、 京东商城、 卓

越亚马逊等

B2C

企业已搭建起自己的手机购

物平台， 并加大对物流体系的投入。

2010

年是中国手机购物市场的元年。 这

一年， 我国手机购物市场交易规模为

41

亿元，

易观国际的监测数据显示， 其中虚拟类商品交

易规模达

12

亿元， 占交易规模比重为

33.1%

，

居交易品种首位。 虚拟交易包括手机充值、 网

游充值、 网购彩票及机票等业务。 易观国际认

为， 高标准化、 便捷性消费是去年手机购物爆

发的原因。

三大豪车品牌排位赛

中国市场定输赢

证券时报记者 张达

保持了

5

年的全球前三大豪华车品牌座次

今年或将改变。 记者昨日从盖世汽车网了解

到， 今年上半年， 奥迪品牌全球销量超过了奔

驰， 成为全球第二大豪车品牌， 而宝马品牌依

然稳坐第一位置， 并且销量增速最高。

数据显示， 上半年， 奥迪品牌全球销量同

比增长

17.7%

至

65.3

万辆， 而奔驰品牌销量

仅增长

9.7%

至

61.05

万辆， 奥迪超奔驰

4.24

万辆。 宝马品牌则以

68.99

万辆的上半年全球

销量继续问鼎豪华车市场， 其

17.8%

的增速在

三大豪华车品牌中也最高。

由于这三大豪华车品牌最重要的市场都是

欧洲 （尤其是德国）、 美国和中国市场， 对于

今年上半年奔驰增速最低的原因， 业内人士认

为， 不仅包括其在西欧和美国市场的增速远低

于奥迪和宝马， 也与其在中国市场的销量表现

逊于竞争对手有关。

对三大豪华车品牌来说， 中国都是其最具

增长潜力的市场。 今年上半年， 奥迪在中国

（含香港） 的销量同比增长

28%

至

14.07

万辆，

在中国大陆的销量增至

13.91

万辆， 在华销量

明显超过其在德国的销量 （

12.51

万辆）， 中国

也因此成为奥迪全球第一大市场。 宝马集团上

半年在中国大陆的汽车销量同比增长

60.8%

至

12.16

万辆， 其中， 宝马品牌销量同比增长

59.1%

至

11.32

万辆。 而奔驰品牌在中国大陆

销量同比增长

52.3%

至

9.22

万辆。

虽然上半年中国是奥迪的第一大市场， 但

产能吃紧问题已制约其发展， 尤其是今年

2

、

3

月份， 奥迪对部分生产线进行停产整修， 更

是给了竞争对手赶超机会。 乘联会批发销量数

据显示， 国产奥迪

A6L

上半年销量同比下滑

14.3%

至

5.06

万辆， 而国产宝马

5

系销量同比

增长

93.2%

至

3.31

万辆， 国产奔驰

E

级销量

同比增长

1018.4%

至

1.79

万辆。 宝马

5

系和

奔驰

E

级明显抢了奥迪

A6L

的市场份额。

业内人士认为， 从在中国大陆总销量看，

宝马上半年与奥迪销量差距已缩小至

2.6

万

辆。 下半年虽然一汽大众或将为奥迪腾出尽可

能多的产能， 但宝马销量逼近奥迪之势已成，

奥迪在中国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

食用油价格新动向

限价令到期 食用油欲涨还休

证券时报记者 游石

见习记者 沈宁

沸沸扬扬的鲁花 “涨价门”，

将国内食用油市场再度搅热。 为

了解近期市场情况， 记者走进部

分超市调查， 并对国内食用油生

产企业和行业专家进行了采访。

走访发现， 销售端部分品牌的花

生油价格已有所上涨， 迫于生产

端成本压力， 其他食用油未来也

存在涨价可能。

涨价信号零星出现

据媒体报道，

7

月初， 山东鲁

花集团开始对旗下花生油试探性涨

价。

10

日， 该集团公开宣称， 由

于食用油限价结束， 且原料价格大

涨， 鲁花品牌花生油涨价

5%

。 然

而仅隔一日， 鲁花方面就改变说

法， 表示并不存在涨价情况， 部分

产品成分调整和销售方式改变造成

了 “涨价” 的误解。

显然， 在国家调控物价的紧

要关头， 没有企业愿意成为食用

油涨价的 “出头鸟”。 然而， 食用

油涨价传言并非空穴来风。 昨日，

记者在对上海部分大型超市走访

中发现， 大部分品牌的食用油价

格保持稳定， 部分产品还在促销，

但多数超市鲁花花生油价格已有

所上涨。

“价格总体没什么变化， 有些

牌子的花生油涨了些， 大豆油、 菜

油、 玉米油、 调和油都和先前差不

多。” 乐购超市真北店一名营业员

指着鲁花花生油对记者表示， 调价

大概有半个月时间了， 调价前

5.4

升是

120

元左右， 现在涨到

142

元。 该超市鲁花品牌其他规格花生

油近期也有上涨， 涨幅在

10%

左

右。 与此同时， 其他多数品牌价格

并未调整， 部分金龙鱼品牌调和油

还在降价促销。

世纪联华中环店的情况与乐购

店大致相同， 该店食用油产品营业

员向记者透露， 鲁花花生油涨价确

有其事， 但部分规格产品现在已经

下架。

对于部分食用油开始涨价， 消

费者表示较为担心。 “希望油价上

涨不要影响到其他商品。” 市民张

阿姨表示， 平时家里吃油并不多，

小幅度涨价不会对自己造成太大影

响， 但如果食用油上涨带动其他商

品涨价就令人头疼。 和去年相比，

现在物价涨幅已经很大了。

豆油企业亏本生产

食油压榨企业按捺不住涨价冲

动， 是由于产品、 成本价格长期倒挂。

由于去年我国花生减产， 花生

价格出现大幅上涨。

2010

年花生

上市时的价格在每吨

8400

元左右，

目前用于榨油的花生价格已涨到每

吨

10000

元以上， 食用花生价格最

高达到每吨

15000

元， 过去一年价

格几乎翻倍。 业内人士表示， 成本

上升导致的利润下滑是此次鲁花花

生油涨价的直接原因。

豆油企业面临的情况更加严

重， 而豆油是目前国内消费占比最

高的食用油油种。 中华油脂网主编

郭清保告诉记者： “自去年底发改

委限价令以来， 压榨企业就处于亏

损状况。 现在压榨每吨大豆要亏

200

元左右。”

据了解， 压榨企业利润包括

豆油和豆粕两个部分， 只要它们的

总价值高于大豆原料的采购成本及

加工成本之和， 压榨就是有效益的。

油厂压榨利润计算公式为 “豆油价

格

×

出油率

＋

豆粕价格

×

出粕率

－

大豆

价格

－

加工费”， 一般来说， 国内

1

吨大豆可生产

0.16

吨豆油和

0.785

吨豆粕。 而昨日广东地区油厂豆粕

报价

3300

元

/

吨 ， 豆油报价

9950

元

/

吨， 大豆到港最便宜也要

4200

元

/

吨， 按照公式计算， 油企压榨显

然处于亏损状态。

郭清保表示， 企业会做通盘考

虑， 效益好的时候就多生产， 效益差

就少生产。 在目前的亏损状况下， 压

榨企业开工率仅

20%~30%

， 远低于

正常水平。 “其实这也只是勉强维持

而已， 如果终端涨不起价， 整个产业

链都不赚钱。” 上海源耀进出口公司

油脂业务经理邓海燕说。

行政调控面临尴尬

油脂企业不愿意生产， 折射出行

政调控所面临的尴尬。 面对日益严

峻的通胀形势， 发改委曾在去年

12

月和今年

4

月两次紧急约谈食用油

企业， 指示小包装食用油价格在数

个月时间内不得上调。 但在成本一

端， 大豆价格波动却受国际市场影

响， 自去年下半年以来出现了大幅

上涨， 为此油脂企业纷纷陷入亏损，

一些中小民营企业被迫停工减产。

上半年进口大豆数量大幅下降约

8%

， 食油下降

14%

， 表明压榨企业

采购需求减弱。

为在稳定价格的同时保障国内市

场油脂供应， 从年初开始， 国储即开

始向一些大型企业低价定向销售大

豆。 据郭清保介绍， 抛售量估计超过

200

万吨， 价格为

3500

元

/

吨， 远低

于目前市场大豆现货价格， 其他油厂

很难与之竞争， 但由此也进一步扭曲

了市场价格信号。

现在， 随着第二次 “限价令” 到

期， 以鲁花为代表的油脂企业已按捺

不住酝酿涨价。 业内传言， 针对这种

情况， 最近国储可能再次定向抛售

400

万吨大豆。

“行业不可能长期维持微利或者

亏本的状态。” 某上市粮油公司业务

主管王先生表示。 他认为， 猪肉价格

上涨带动饲料需求， 油脂也将从消费

淡季向旺季转变， 后期国内大豆库存

有下降趋势， 限价措施不可能长期维

持下去。

北京：食用油价格平稳

证券时报记者 许岩

国家发改委约谈食用油企业

暂缓涨价的限价令到期后， 近期

关于食用油价格上涨的传闻不断。

记者调查发现， 北京多家超市食

用油价格平稳， 库存充足， 且销

售正常。

记者昨日首先来到朝阳区一家

家乐福超市。 在食用油专柜， 记者

看到鲁花

5S

压榨一级花生油

5

升

装标价为

106

元， 胡姬花特香花生

油

5.436

升装标价

105

元。 而

7

月

10

日， 该超市鲁花

5S

压榨一级花

生油

5

升装售价也是

106

元， 近日

并未涨价。 该超市一位销售人员告

诉记者： “暂时没接到涨价通知，

这里的价格一直都很稳定。”

在同一个柜台， 中粮集团旗下

的福临门牌花生油正在促销。 上述

销售人员告诉记者， 目前食用油销

售正处于淡季， 不少品牌通过促销

活动来提升销量。 她肯定地说：

“食用油价格不会大涨， 政府控制

得还是比较严的。”

记者接连走访了几家大型超

市， 食用油的价格均未上涨， 最后

仅在大兴区一家大型超市发现， 该

超市食用油零售价格前几日有上调，

其中鲁花

5S

压榨一级花生油

5

升装

标价

122

元， 胡姬花特香花生油

5.436

升装标价

122

元。 “每个规格

的鲁花压榨一级花生油均上调了一

点， 大概涉及六七个规格的产品。”

该超市销售人员表示。

北京大洋路批发市场粮油厅一位

粮油经销商告诉记者， 每箱

4

桶装的

鲁花花生油进货价格上涨了

20

元，

但他听说零售价格没变， 其他品牌的

食用油最近价格比较稳定。 鲁花的产

品比较贵， 走的是高端路线， 销量没

有金龙鱼、 福临门那样大。 “我们作

为经销商也非常关注食用油的价格动

向， 前段时间囤一批货就怕油价大幅

上涨。 现在市场流传的说法是限价政

策将延续到

8

月

15

日。”

7

月

10

日， 鲁花集团旗下鲁花

品牌食用油提价的消息已传得沸沸扬

扬。 随后鲁花集团公开表示， 由于食

用油限价结束， 加上作为原料的花生

价格大涨， 鲁花品牌的花生油涨价

5%

， 且通知已在全国下发。 然而，

一天之后， 鲁花集团的说法有了改

变。

11

日， 鲁花集团相关人士表示，

产品并没有涨价， 而是 “做了一个捆

绑”， 即将花生油与其他油品捆绑一

起进行促销。

针对鲁花花生油涨价问题， 发改

委价格司相关负责人日前回应称， 之

前对于食用油限价的禁令的确已经解

除， 但鲁花并未涨价。 “下半年小包

装食用油价格出现上涨的预期其实并

不像大家想象的那么强烈， 即便是上

涨也只会是很小幅度的上涨， 整个市

场是比较稳定的。”

而对于限价令结束食用油即将涨

价的传闻， 中粮集团、 益海嘉里则在

稍后均表态不会跟进。 益海嘉里投资

有限公司新闻发言人束建群称， 旗下

金龙鱼产品近期没有提价计划。

广州：少数品牌价格上调

证券时报记者 甘霖

记者近日走访广州的百佳、 家乐

福、 吉之岛、 华润万家等多家大型超

市后发现， 绝大部分品牌的食用油价

格最近没什么变化， 仅少数两三个品

牌价格上调， 如鲁花压榨一级花生油

5.436

升， 原价

129

元， 现价

136

元，

一个月内涨幅约

5%

；

5

升多力葵花

籽调和油上涨幅度比较大， 近

20%

，

但非主流品牌。 与此同时， 一些品牌

为了促销甚至祭出

10%

的降幅。

益海嘉里广州地区相关负责人介

绍， 该公司产品占据国内食用油市场

份额四成以上， 虽然时下已过了发改

委的限价期限， 产品价格小幅上调也

不算违规， 但公司暂时没有提价的打

算。 一来最近国内

CPI

居高不下， 作

为一家负责任的企业不会在这个非常

时期推波助澜； 二来最近两月原材料

价格出现一定幅度下降， 成本下降了

就更没涨价的必要。 记者从一些超市

也了解到， 益海嘉里旗下金龙鱼和中

粮旗下福临门等品牌食用油基本坚守

原价不动。

如果食用油普遍涨价， 消费者从

心理上能否接受？ 为此， 记者现场采

访了一位在超市购买食用油的退休大

妈， 她说： “肉价都涨那么多了， 油

价涨点也不奇怪了。 现在生产少了，

吃的人多了， 自然就要涨了。 涨一点

可以接受， 涨太多了就吃不消， 毕竟

退休工资没涨多少啊。”

广东一家小品牌食用油生产企业

的销售经理告诉记者， 由于大型食用

油企业普遍可以获得国家补贴， 而小

企业没有， 因此处境更加艰难。 原材

料和人工成本上升了， 企业要想生

存， 只有靠涨价。 目前他们也只是试

探性地涨价， 龙头企业不率先提价，

他们也不敢随便涨， 因为涨价毕竟是

把双刃剑， 弄不好消费者不买账， 反

而令企业雪上加霜。

东凌粮油一位高管表示， 由于原

材料和人工成本不断上涨， 长远看食

用油价格肯定会涨。 东凌粮油不做终

端市场， 批发价格只能随行就市。

广东食品行业协会一位专家分

析，

6

月我国进口大豆只有

430

万

吨， 远低于去年同期

620

万吨的水

平， 这意味着压榨行业的开工率有所

降低。 如果这种状况持续下去， 按照

压榨、 生产小包装食用油的正常周

期， 两个月后食用油市场可能会供应

吃紧， 涨价势必难免， 相关部门应当

提高警惕， 未雨绸缪。

深圳：慎言涨价

证券时报记者 文泰

在限价令已解除的情况下， 深圳

食用油价格是否会迎来上涨？ 为此，

记者走访了深圳福田区内几家超市。

在华润万家门店， 金龙鱼

4

升装

花生油正在进行降价促销活动。 益海

嘉里销售人员介绍， 公司产品价格没

有上涨，

4

升装花生油在促销期内，

按照每桶

76.9

元的价格销售。 但促

销期一过， 将按照

89.8

元的价格销

售。 公开数据显示， 在国内小包装食

用油市场中， 益海嘉里旗下的金龙鱼

品牌大约占据

40%

的市场份额。

在沃尔玛山姆会员店， 食用油销

售区工作人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介绍，

目前超市尚未收到供应商提价的通知

函， 各大品牌的食用油价格与上月相

比也无明显变化。 他表示食用油如果

集体涨价， 影响会比较大， 各大生产

商一定会谨慎决策， 不会轻易涨价。

不过， 虽然食用油价格近期价格

未有波动， 但回头看， 近几年的累计

涨幅还是不小。 据华润万家工作人员

介绍， 几年下来， 各种品牌的食用油，

除近年来传入的橄榄油价格还算稳定

外， 无论是花生油， 还是葵花油， 价

格均有相当程度的上涨， 不过橄榄油

的单价是普通食用油的三倍以上。 现

场一位顾客向记者表示， 其实， 每一

次的食用油涨价， 当时感觉都并不明

显， 只是在回忆几年前的油价时， 才

恍然发现上涨幅度之大， 但 “不会因

为一次涨了几块钱就抢购囤货”。

资料来源： 齐鲁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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