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章蘿蘭 上海報道）排隊、加
價，向來是內地豪華車市引以為豪的風景線，今年卻已
盛景不復。中央「八項規定」將各種奢華消費「打回原
形」，豪車市場同樣受到重創。最新統計數據顯示，今
年一季度，中國豪華車市場銷量增幅同比重挫80%，顯
現出快速萎縮的趨勢。在上海，新款豪車亦不得不加入
降價隊伍。

今年同比重挫80%

中國汽車工業協會的統計數據顯示，一季度內地豪華
轎車市場增幅為4%，遠低於整個乘用車市場13%的增
長率。值得注意的是，在過去的2012年，豪華車銷量漲
幅超過20%，是今年一季度增速的5倍。
北京亞運村汽車交易市場副總經理顏景輝分析說，總

體需求方面，從今年年初起，政府嚴抓公務用車使用和
嚴控奢侈消費等舉措，使得整體社會輿論和政府訴求對
豪華車消費產生了很大的影響。「之前屬於公務車消費
領域的不少豪華車訂單暫時變成了廢紙，另外限購政策
也有一定影響。」顏景輝表示，今年春節以後，尤其是
3月份以來，公務豪華車的消費確實出現比較明顯的下
降。
目前，奧迪、寶馬和奔馳三大豪車品牌佔據內地豪華

車市場逾70%份額。在上海，奧迪、寶馬、奔馳等4s店
都冷冷清清，「加急費」更成為昨日黃花。據稱，去年
奧迪多款SUV熱銷，今年新Q5一上市就公布優惠措
施。其中，經典豪華車A6更成奧迪降價的主流。據銷
售人員表示，A6各種不同配置從85到88折，這是該款轎
車去年上市以來的最高優惠幅度。

減價戰烽煙漸起

暗暗降價的不僅奧迪一家。去年，寶馬集團在中國售
出了32.64萬輛BMW和MINI品牌的轎車，同比增長
40.4%，但這一數字在今年前4月降至9%，一季度更低
至7.4%。據經銷商透露，作為該品牌最暢銷的車型之
一，寶馬5系的優惠幅度已經達到約9折。奔馳經銷商也
加入了「價格戰」，奔馳E260、E300的多款車型優惠幅
度接近20%。業內分析人士認為，現在僅是開端，若豪
華車市繼續一季度的表現，那麼價格戰只有愈演愈烈。

豪車市場風光不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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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余麗齡 深圳報道）第九屆中國（深圳）國
際文化產業博覽交易會於5月17日至20日在深圳舉行。惠州第四次以
城市名義組團，攜40餘家企業參展。同時還篩選60多個項目列入
《惠州市文化產業投融資項目手冊》，其中現場簽約項目16個。

展區首以功能劃分

惠州文化廣電新聞出版局局長羅川山接受記者採訪時表示，為契
合本屆文博會主題「貿易揚帆，文化遠航」，惠州市展區整體造型以
風帆為設計理念，展區以帆葉為頂部。展區分為三個功能區：文化
動感體驗區、文化產品展銷區和文化旅遊展示區。文化動感體驗區
將展示最新的雲計算技術應用於數字出版及文化創意產業的效果，
重突出文化與技術的融合。同時，這是惠州第一次根據功能劃分

策劃展覽，此前三屆文博會均以縣區為展覽單元。
據悉，惠州市於2010年至2012年三次以城市組團形式參加深圳文

博會，累計有270多個招商引資和宣傳推介的項目列入文博會推介，
現場簽約項目34個，總投融資意向金額約300多億元人民幣。目前，
文博會簽約項目正在順利推進，羅浮山文化產業孵化基地已動工建
設；央視動畫—艾米動漫文化產業項目正在完善集團公司的註冊工
作和進行相關用地報批手續；惠州龍門農民畫產業園一期已完工，
二期工程已動工建設。

惠州組團參展文博會

銀行收緊銅貿信貸防外貿虛增
香港文匯報訊 人民幣兌美元急升，引致國際熱錢

大量流入，中央有關部門為維持金融穩定展開打擊
熱錢行動。內地的銀行已停止為小型的進口銅貿易
商提供融資，致使規模達數10億美元的銅貿易融資
面臨壓力。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表示，目前，上
海、浙江、河北及廣東的多家銀行已停止對銅貿易
商開立信用證。

加強結售匯頭寸管理

有貿易商表示，建設銀行(0939)及興業銀行都是已
經收緊銅貿易貸款的銀行，廣東有銀行要求銅進口
商提供買家作為獲得信用證的條件。
有跡象顯示，熱錢流入協助中國人民幣最近幾周

頻創新高，為此有關部門要求加強銀行結售匯綜合

頭寸管理，由6月1日起，資金流與貨物流嚴重不匹
配的進出口企業，將難以取得美元信用證。消息人
士稱，有銀行已要求客戶，如果尚未預定即期出貨
短期內不要開立信用證；一些銀行則只願意開立三
個月的信用證，而信用證通常期為一年。

縮短信用期限增成本

此舉在打擊熱錢的同時也可達到打擊虛增貿易的目
的。2011年末以來，中國許多渴望獲得信貸的企業轉
向進口銅，因為貿易融資利率要遠低於銀行貸款利
息，而且私企很難獲得銀行貸款。一些投資者利用進
口銅獲得的貸款來押注人民幣升值，或者投資其他領
域獲取更大回報。人民幣升值也使得貿易融資更加有
利可圖，因為所需還貸的人民幣金額下降。

把銅用於融資目的的企業，一般會先進口、並在
商品還在保稅倉庫時進行倉單交易，或將它作為去
外資銀行進行融資的抵押品。而倉單是倉庫收到存
貨後給貨主出具的收據。當企業之間反覆出售倉單
時，意味 資本流動將遠遠超過實貨價值，導致放
大了中國貿易額。
中國今年第一季資本和金融項目順差擴大至1,020

億美元，遠超去年第四季的200億美元，說明資本大
舉流入。
收緊銅貿信貸令到部分貿易公司取消進口計劃。

報道引述一國際貿易公司的交易員表示，信用證期
限縮短增加了買家的融資成本，部分客戶由於無法
獲得一年期的信用證，已經取消了現貨銅的進口，
不排除未來數月可能出現一些合約出貨違約。

目前在港上市的內地汽車製造企業包括華晨
(1114)、廣汽(2238)、慶鈴(1122)、長城(2333)、吉

利(0175)和東風(0489)等。如果更多外資汽車企業進入內
地，他們日後將面臨更大的競爭。

內地同業臨競爭

在經過近年的高速發展後，內地汽車市場面對產能
過剩及行業競爭。中央在《外商投資產業指導目錄
(2011年修訂)》中，已不再鼓勵外資作汽車整車製
造。不過，面對外資直接投資增長放緩，內地為吸引
更多外資，將汽車產業列為中西部各省級鼓勵類項
目。
彭博引述官方資料指，內地4月份外資直接投資增

速放緩，顯示市場對中國這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增長
前景感到擔憂。不過，倘日後外資汽車製造商可享建
廠優惠待遇，或促使大眾(福斯)、通用汽車等外國品
牌在華加速擴張，導致本土汽車行業競爭激烈的情況
惡化。
國泰君安駐京分析師張欣表示，內地政策方向轉變，

意在促進外商投資及經濟增長，而非基於汽車行業本身
的需要，很可能加重產能過剩局面，並增加本土汽車製
造商與外資公司競爭的難度。
內地已成為全球最大汽車市場，據中國汽車工業協會

推算，今年內地汽車銷量將超過2,000萬台。外國汽車
製造商為滿足需求，正積極在華擴產，福斯汽車日前宣
布正進行98億歐元在華投資計劃，當中在長沙的新工廠

已動工興建；通用汽車亦於近日表示，其在上海建設凱
迪拉克工廠的計劃已獲監管部門批准。

或激化產能過剩

事實上，目前汽車產業產能過剩的問題仍在困擾本土
製造商。有分析指，3年前內地汽車產能已超過實際需
求至少1倍，加上政策推動，製造商持續擴大產能，去
年汽車市場產能利用率為57.8%，今年首季已惡化至
54.7%，繼續低於72%至75%之安全區間，反映產能過
剩問題嚴重。預計除個別3至4家製造商外，今年大部分
本土製造商產能利用率均低於60%水平。
中國汽車工業協會通報指，4月份自主品牌汽車公司

的市場份額下降，而其庫存量卻上升至拉響警報的級
別，產能利用率出現大幅下降。整體而言，汽車產銷情
況穩定，4月汽車生產189.94萬台，環比降8.91%，同比
增15.29%；同月銷售184.17萬台，環比降9.5%，同比增
13.38%。單月計剩產5.77萬台。

■為吸引外資流入，內地改變以往不鼓勵外資投資汽車製造的政策，將外資投資中西部地區汽車製造列

為優先項目。 資料圖片

部分內地汽車股表現
名稱(代號) 上個交易日 單日變幅

收市價(元)

吉利汽車(0175) 4.09 +0.491%

五菱汽車(0305) 0.495 -1%

東風集團(0489) 12.66 0%

華晨中國(1114) 9.46 +1.502%

慶鈴汽車(1122) 2.38 +4.386%

新晨動力(1148) 2.17 -1.81%

比亞迪(1211) 34.4 +3.459%

廣汽集團(2238) 7.54 +2.03%

長城汽車(2333) 36.15 +1.545%

製表：記者陳遠威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陳遠

威）為吸引外資流入，內地改變以往不鼓勵外

資投資汽車製造的政策，將外資投資中西部地

區汽車製造列為優先項目，鼓勵發展中西部產

業。國家發改委及商務部聯合發布的《中西部

地區外商投資優勢產業目錄》將於6月10日施

行，發改委昨公布指，該2013年修訂目錄中，

將外資在汽車製造業的投資列為優先項目，享

有鼓勵類外商投資項目優惠。然而有分析憂

慮，此舉或加重西部汽車產能過剩局面，並打

擊內地本土汽車製造商面對外資公司的競爭

力。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軼瑋 北京報道）蘇寧雲商集團
股份有限公司日前宣布，蘇寧在西藏的首家門店將於5
月25日開業，蘇寧因此成為進駐西藏的首家全國性大型
連鎖企業。據悉該門店面積超過4,000平方米，經營產
品涵蓋黑電、冰洗、空調、廚衛、3C產品等10大類，
並擁有國內外數百個品牌，SKU數量超過3萬，產品出
樣總量超過5萬，規模等同內陸一線城市蘇寧超級店。
蘇寧雲商副董事長孫為民透露，拉薩開店僅是蘇寧進藏
的第一步，未來將在西藏第二大城市日喀則再開一家門
店；待拉薩市場運營更成熟後，蘇寧易購也將進駐西
藏。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古寧 廣州報道）中國中鐵
（0390）旗下中鐵建工集團深圳投資有限公司日前以12
億元（人民幣，下同）競得番禺區南村鎮萬博商業區地
塊四，折合樓面地價每平方米14,194元，溢價6.9億元，
溢價率達136.6%，刷新了此前番禺商業地塊樓面地價紀
錄。當天，共有9家房企參與競買，經過近100輪競價
後，中國中鐵最終在與萬科、佳兆業（1638）等地產企
業的爭奪中勝出。
上述地塊為商業用地兼容商務用地，用地面積15,751

平米，建築面積84,540平米，掛牌起始價50,724萬元，
折合樓面地價6,000元/平方米。

中鐵12億奪番禺商業地

蘇寧月底進藏開首店

■惠州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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