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福建510億拓高速路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魯欣 福州報道）從福

建省交通工作會議獲悉，福建省今年計劃斥
資510億元（人民幣，下同）建設高速公路
網，預期全年新開工高速公路項目16項，確
保新增通車里程300公里以及擴建150公里，
建成「兩縱三橫」高速路主骨架，並實現
82%的縣30分鐘車程可通達高速公路。

「三通」領域擬投4千億　
在加大高速路網建設的同時，作為大陸對

台前沿的福建還將在未來5年投資約4,000億
元，用於兩岸「三通」領域建設。據了解，
這些項目包括培育兩岸貨物運輸、客運、客
滾運輸等多種航運模式，開拓閩台空中直航
中轉運輸市場，力爭形成閩台空中巴士運
輸。
目前，福建省正加快廈門五通對台客運碼

頭二期改造工程，並建設廈門、福州對台郵

件總包交換中心，開闢大陸各地—廈門—金
門—台灣海空聯運郵路和台灣—福州—大陸
各地海陸空運郵路。
福建省交通廳官員稱，2015年閩省港口吞

吐量可達5.5億噸、集裝箱1,500萬標箱，廈
門、湄洲灣將邁入2億噸港行列。
屆時，一批具有示範效應的現代化港區將

在海峽西岸經濟區建成，深水泊位將達200
個。
據統計，去年福建交通完成投資671億元，

居內地省市第6位，同比增約三成。港口新增
貨物吞吐能力超3,000萬噸、集裝箱260萬標
箱；高速公路新增通車里程389公里，海峽西
岸地區高速路網通車超2,400公里；建設改造
農村路網2,850公里。福建去年港口和運輸生
產亦持續增長，完成港口貨物吞吐3.2億噸，
按年增5%，其中集裝箱850萬標箱，年增
18.7%。

玉柴收入按年增35%
首破300億關口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羅漢、通訊

員 李春梅 南寧報道）從廣西玉柴機
器集團獲悉，該集團去年累計實現銷
售收入368億元，同比增長35.45%；
發動機銷量為749,671台、同比增長
11.13%；工程機械累計銷量為7,237
台、同比增長57.26%。玉柴集團規
劃，「十二五」末實現銷售收入800
億至1,000億元。

發動機銷售額增25.9%
這是玉柴集團首次進入到300億元

企業行列，創出歷史新高。與2005年
相比，相當於5年再造2個玉柴。同
時，集團六大產業板塊同步發展，其
中工程機械板塊、能源化工板塊和物

流汽貿板塊，銷售收入同比增幅均在
30%以上。核心企業玉柴機器股份有
限公司去年實現發動機銷售超55萬
台，增幅達18%；銷售額169.6億元，
同比增25.9%；這是玉柴股份公司首
次突破50萬台大關，實現關口級的躍
升。
據介紹，玉柴集團為全球級獨立柴

油發動機生產基地。自2005年以來，
該集團踐行「綠色發展，和諧共贏」
理念，致力於做「最大活動污染源」
控制者。北京奧運會、上海世博會和
廣州亞運會均大量選用玉柴的環保發
動機配裝公交車，其中廣州亞運會
8,800台公交車使用玉柴發動機，佔比
逾95%。

根據規劃，該省將重點打造冀北、冀
中和冀南三大煤炭物流通道，加強通道
內重大物流節點建設，實現沿海港口煤
碼頭擴能，推進鐵路、高速公路的互通
直達，增強煤炭儲運功能加強。同時，
省政府將進一步完善晉陝蒙煤炭運輸，
包括南下東運出海口，發揮交通優勢和
區位優勢，建設石家莊、張家口、秦皇
島、唐山、滄州、邯鄲六大煤炭物流樞
紐。其中，石家莊加快推進經營網點集
聚式發展，建設冀中煤炭物流通道和連
接晉煤產地與冀中南地區的煤炭物流樞
紐。

規劃九大煤儲基地
此外，十二五期間，河北還將建設曹

妃甸動力煤儲配基地、京唐港焦煤儲配
基地、黃驊煤炭儲備基地、邯鄲煤炭儲
配基地、井陘煤炭儲備基地、鹿泉煤炭

儲配基地、元氏煤炭儲備基地、蔚縣煤
炭儲配基地和萬全煤炭儲配基地等九大
煤炭儲備基地。

拓國家級交易中心
河北省發改委相關人士表示，隨 經

濟的發展，該省發展煤炭物流的條件不
斷成熟。未來幾年，有望建設國家級煤
炭交易中心，初步框定在秦皇島和唐山
這一區域。通過建設煤炭交易中心，建
立煤炭現貨價格指導機制，從而建成面
向全國和全球市場的煤炭交易平台和價
格形成中心。
據介紹，河北為陝晉蒙等主要煤炭調

出地煤炭東運和南下的必經之地，承擔
內地65%的煤炭物流陸路運輸任務，每年
通過秦皇島港、唐山港和黃驊港轉運下
水的煤炭就佔內地主要港口煤炭轉運總
量的70%以上。

合肥開發區膺千億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長城 合肥報道）合肥經

濟技術開發區最新統計數據顯示，該區去年工業產
值突破1,000億元，達到1077億元（人民幣，下
同），成為安徽省首個千億級的開發區。合肥開發區
通過創新來引領產業升級，通過服務來營造投資環
境，促進經濟穩步發展。在國家商務部最新通報的
「國家級經濟開發區投資環境綜合評價」中，合肥開
發區各項指標均有大幅提升，在中西部21個國家級
經濟開發區排名中，升至第二位。

億元級企業累計80家
據介紹，在過去五年中，合肥開發區針對產業轉

移的新特點，瞄準國內外的「五百強企業」以及
「國字號企業」等龍頭企業，加大招商引資力度。同
時，注重自主創新，全力服務企業，推進骨幹企業
做大做強，促進經濟跨上新台階。去年，合肥開發
區有億元以上企業80家，10億元以上企業19家。其
中，合肥海爾工業園產值突破200億元；聯合利華、
日立建機突破百億元，分別達到120.9億元、103.9億
元；美菱及長虹產值達82.7億元、美的華凌與美的
機電產值達51.1億元。
另外，江淮重卡與發動機、合力叉車、合肥華泰

等骨幹企業也保持強勁增長勢頭，全年產值分別達
到86.2億元、36.3億元和31億元。數據表明，合肥開
發區區被授予「國家新型工業化家電產業示範基地」
後，家電產業發展邁入新階段。去年累計實現產值
374.5億元，佔全區總量的三分之一以上，同比增長
36.4%。
綜合全年，合肥開發區去年綜合財政收入達87.7

億元，同比增長70.68%，其中稅收收入突破50億元
大關，實現50.6億元，同比增長34.66%，居合肥市
三大開發區之首。到十二五末，合肥開發區將力爭
實現年產值4,000億元，力爭培育45家銷售收入超10
億元企業，工業總量繼續保持合肥全市之首。其
中，打造家電、裝備製造等2個千億級產業，汽車、
電子信息、快速消費品、新材料與新能源等4個五百
億元產業，形成若干具有國際影響力和競爭力的產
業基地，建設世界級現代製造業示範基地。

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張冠華內蒙古報道）年
產40萬平方米的世界首條熔沙沙漠製微晶生產線日
前在內蒙古通遼市投產。
晶牛集團斥資逾10億元人民幣，把沙漠流沙壓延

成型，建成世界首條採用沙漠流沙做原料的壓延微
晶生產線。該產線投產後，預計每年可吃掉沙漠流
沙數萬噸，生產微晶板材數百萬平方米，並全面提
升工業裝備及建築裝飾水平，減少沙漠侵吞農田、
土地災害。

經貿訊息責任編輯：劉理建

河北「十二五」拓展煤炭物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孔榮娣石家莊報道）《河北省煤炭物流「十二

五」發展規劃》日前出爐，該省未來五年將重點建設「一個中心、三

大通道、六大樞紐、九大基地」的煤炭物流產業發展格

局。

內蒙首誕沙漠製微晶產線

■圖為承擔重要煤炭轉運任務的唐山港。 香港文匯報記者孔榮娣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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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錢江晚報》的報道稱，
2010年受天氣影響，阿克

蘇棉花上市比往年遲了將近一個
月，而許多原料庫存不足「餓」
了一段時間的棉紡企業都等 新
棉上市，因此價格快速走高。10
月初，籽棉剛一上市，收購價就
達到8元多一公斤，比往年正常收
購價高了2元。雖然開場的價格有
點偏高，可棉商們想 等過幾天
棉花大量上市，價格就會掉下
來。沒想到此後幾天，收購價居
然又竄上了10元一公斤。

籽棉價格 40天漲倍
在新疆阿克蘇擁有兩家棉業公司的溫商李林春，已

在新疆經營棉花生意多年，2010年讓他第一次遇到棉

價瘋長中的不知所措。他說，在籽棉上市後不久，他
和許多棉商一樣，相互打聽、觀望，收一點看一看，
收一點看一看。「誰知，在這樣的觀望中棉花的價格
越升越快，從10元多漲到12元，用了近一個月；從12
元升到15元，只用了10天。當籽棉收購價升到13元以
上，我們心裡已經沒有糾結，什麼想法都沒了，棉商
都在搶 收棉，大家眼睛都紅了，價格已經瘋了，於
是我們只能跟 瘋，誰也不知道，以後還會漲成什麼
樣子，先收了再說。」
棉價的持續瘋漲引起了國家相關部委的高度重視，11

月8日，國家7部委聯手調控，公佈下發通知，要求產棉
區政府對棉花領域加強調控。於是，瘋狂上漲的價格在
11月11日迎來一個同樣瘋狂的拐點。
據新疆棉商介紹，11月11日那天，市場上的棉花價格

已經升到3.2萬元一噸，創出了自1995年以來的歷史新
高。但這個高點僅是曇花一現，只過了一個中午，棉花
期貨大跌，現貨市場銷售價也急劇下滑，阿克蘇的籽棉

收購價也隨之掉頭直線向下。從11月12日到至今，僅僅
過去兩個多星期的時間，新疆阿克蘇籽棉收購價已從最
高價每公斤15.7元狂洩至10.8元。

棉業賠錢 已成定局
溫商李林春亦透露，從11月12日開始，就是5天時間，

他前期賺來的錢全賠進去了。這也成了他多年做棉業第
一次虧本。「我全年一共收購了3萬噸棉花，價格大跌之
前，我已經賣掉了三分之一，但其後賣掉的這部分棉
花，已經吃光了利潤。目前，我的倉庫裡有6,000多噸皮
棉，希望早日脫手，因為棉花銷售價格一直在跌，且早
已低於收購成本價，早點脫手就是少虧一些。」
很多溫州棉商希望過年前的棉花銷售價格能再次上

漲，彌補一些虧損。《錢江晚報》援引新疆炒棉溫商
的話說，國家已出台調控政策，即使價格會漲一些，
也漲不到原來的水平。2010年做棉業賠錢，幾乎已成
定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白林淼 溫州報道）內地棉花價格在一片漲聲中卻傳出

一個別樣的消息，素來以炒聞名的新疆溫州「炒棉團」8成被套，且虧本已成

定局。日前，部分新疆溫商和溫州當地知情人士向香港文匯報證實這一傳言，

他們稱，在新疆產棉重鎮阿克蘇的5,000多名溫州棉商，經歷了棉價大起大落的

兩個月後，80%溫商已深陷其中，具體虧本金額一時無法統計。

新疆炒棉遇宏調
新疆阿克蘇是中國產棉大

區，阿克蘇棉花總產量佔全國
棉花總產量的十分之一。在阿
克蘇，從事棉業的大部分是溫
州人。2010年，阿克蘇棉花購
銷價格比往年高出一倍多，有
輿論認為，是溫州人到阿克蘇
炒棉，推高了棉價。背上這樣
的名聲，溫州棉商比賠錢更感
痛心。他們說：「我們也是棉
花價格的受害者。」
新疆阿克蘇溫州商會會長滕

敏力認為，2010年棉價瘋狂上
漲，棉花減產及剛性需求之間
的矛盾是最大原因。近幾年
來，新疆進行農業產業結構調
整，要求增果保糧，種果樹的
收益遠遠超出種棉花，因此棉
花的種植面積正逐年減少；加
上阿克蘇去年氣溫偏低，棉花
減產至少在30%以上，而且上
市推遲了近一月。

狂炒有前科
溫商負罵名

棉花產量少了，但市場對棉
花的需求並沒有減少。這一對
供需矛盾在很大程度上推高了
棉花價格，再加上大家買漲不
買跌的心理，使棉花價格迅速
飆升：「歸罪在溫州人炒棉
上，真是冤枉了我們。」
滕敏力在阿克蘇從事棉業

也有10多年的時間，有自己
的棉田、軋花廠、紡紗廠、
印染廠和外貿公司，是阿克
蘇地區最大的棉商之一。他
說，在阿克蘇從事棉業的
5,000溫州商人中，1,000多人
長期在阿克蘇從事棉業，有
自己的企業；另外一部分溫
州棉商則在棉花上市季節來
阿克蘇從事棉花收購加工，
以他們的資金和實力，不足
以推高棉價。而且這些人，
也是棉價快速漲跌的受害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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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成溫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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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溫州商會執
行會長鄭茶妹稱，
年內虧本已成定
局。 香港文匯報

記者白林淼 攝

■內地棉花主要生產區域新疆吸引了大
批溫商淘金。香港文匯報記者白林淼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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