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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匯中金世界港開工
當前和未來一段時間內地經濟發展持續面臨

「三期疊加」，即經濟增速的換擋期、產業結
構轉型的陣痛期和深化改革的攻堅期，這對內
地金融市場的重大改革議題的次序有重大影響。

首先是匯率政策的改革。今年3月17日央
行決定人民幣兌美元的交易波幅由1%擴大到
2%，標誌着人民幣匯率改革經歷近兩年的停
頓之後重新有序推進。

近期，央行官員在不同場合公開表示「已基
本退出常態式外匯干預」。由於目前人民幣中
間價形成機制並不透明，因此交易波幅的擴大
並等同於匯率形成機制的完全市場化。儘管影
響實際有效匯率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既包括內
地市場的因素、也包括國際地緣政治和跨國貿
易爭端博弈的因素；但是，從國際收支平衡的
角度看，中國可能已經具備了進一步擴大波幅、
並採納透明度更高的中間價形成機制的條件。

實際上，今年上半年貨物和服務貿易順差
與GDP之比為2%(同比下降0.6個百分點)，
已經連續4年處於國際公認的均衡比率(3%)
之內。資料顯示，今年上半年最終消費對
GDP增長貢獻率達54%，而進出口淨值為負
2.9%，外貿出口的增幅也持續回落至單位
數。從這個意義上講，中國經濟已有能力適
應更加市場化的人民幣匯率機制。這可能也
是央行官員自信表態的重要經濟基礎。

進一步，完善的市場化匯率機制對於改革
日程表上的另外兩大議題—即利率市場化
和資本項目開放—具有更加正面的意義。

內地正按照循序漸進可控的原則逐步推進資
本項目可兌換，上月啟動的滬港通不僅開啟了
雙向資本開放的新階段，也開啟了以人民幣為

全球金融資產定價的無限想像空間；近期，
央行也公佈了《存款保險條例》徵求意見稿，
奠定利率市場化的制度基礎。

（資料僅供參考，不構成任何投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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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匯中金世界港位於漢中褒河物流
園內，總建面500萬方米，總投

資預計100億元人民幣(下同)，計劃打
造成為一個集公鐵聯運、專業市場、海
關監管、電子商務、信息平台、融資擔
保等多種功能為一體的現代國際綜合性
物流港。

引入物流金融新商業模式
李偉斌表示，漢中地處幾省交匯之
處，有地域優勢和物產優勢，利於做物
流產業，當地政府也非常支持該項目，
公司希望在這裡打造一個全方位的綜合
性現代物流港的樣板。未來的物流園區
包含商貿、物流、金融、會展、電子商
務及人居配套等多個板塊。
李偉斌稱，普匯中金將會憑借其開
創的陝西唯一一家外資的融資擔保公
司，為整個園區引入一種金融和物流

相結合的新商業模式。目前普匯中金
旗下的融資擔保公司已獲多個銀行十
幾億元授信額度，他們利用專有的監
管倉，為物流企業提供質押擔保融資
服務。

探索一站式家居服務
今年9月，普惠中金聯手西北建材業龍

頭企業西安大明宮共同推出 iHOME 家
居體驗館及電子商務平台，以O2O模式
提供集建材、裝修、物流配送及金融服務
為一體的一站式家居服務。據李偉斌介
紹，客戶完成線上交易後，便可利用普惠
中金的物流配送服務將建材配送到戶，設
計施工團隊便可跟根據客戶要求施工，達
至一站式服務。未來也計劃將此模式推廣
到全國。
在習近平主席提出的絲綢之路經濟帶

戰略中，物流產業佔據重要一部分。作

為一名陝西人，李偉斌非常看好絲綢之
路經濟帶的發展前景。他表示，作為絲
綢之路的起點，在國家大戰略佈局下，

西安的航空、公路以及鐵路的運輸都凸
顯出重要性，公司也正是看中這個優勢
在西安和漢中佈局物流金融產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陽波 陝西報道）由普匯中金（0997）

在陝西漢中投資興建的「普匯中金世界港」項目日前正式開工，

當日有近300商戶認購了普匯中金世界港商舖。公司主席李偉斌接

受本報專訪時表示，該項目建成後，不僅將成為中國中西部首席

國際金融商貿物流港，並將會在該園區運行一種物流和金融相結

合的新商業運作模式，利用專有的監管倉，為中小物流企業解決

資金短缺之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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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堡明）上
周獲批於港交所（0388）上市的大
連萬達，將於今天起進行路演，預
計集資額最高可達38億美元，有消
息人士透露，目前已經有11家投資
者承認向大連萬達投資20億美元(約

155 億 港 元)， 當 中 ， 中國人壽
(2628)、中國平安(2318)、及科威特
投資局均承諾向大連萬達投入3億
美元，而Och-Ziff 及荷蘭退休基金
APG則分別承諾投入2.5億及2億美
元。

11大戶155億護航大連萬達

■普匯中金世界港項目日前正式開工，預計總投資100億元人民幣。 李陽波 攝

42歲的中童鎮人汪君榮，19歲到黑龍江去闖蕩，是江西首個踏足俄羅斯做生意的人，把眼
鏡賣到了俄羅斯的莫斯科及烏克蘭、保加利亞、羅
馬尼亞，被余江乃至鷹潭人稱為是眼鏡行業的權
威。

異邦打拚 七年未歸隊
汪君榮把自己能在25歲時就資產破億，歸功於自
小就受余江眼鏡文化熏陶，比如，表哥多年在外賣
眼鏡、經常在同學家的眼鏡廠裡琢磨……。
在汪君榮的記憶裡，身在異國他鄉，自己是拿着小
譯本和俄羅斯人打交道的。「最長的一次是7年沒有
回家，回家看到父母時，我直抹眼淚。」他感慨道。
常年漂泊在外，余江人特別注重團結，重視以家族為
紐帶的事業打拚。汪君榮說：「我們家族有100多人
從事眼鏡行業，我帶出的徒弟就有400多人。」

眼鏡王國 6萬從業人員
余江縣眼鏡產業輻射到鷹潭其他縣市，「鷹潭眼
鏡」區域品牌初具雛形。汪君榮說，鷹潭應該算得
上是全球最大的眼鏡市場，從事與眼鏡相關行業的
約有6萬人，遍佈全球多個國家和地區。
「外向型經濟」的繁榮，給予創業者們更為寬闊
的視野和思慮，他們不滿足受制於人的銷售角色，

要做自己的眼鏡。
在清嘉慶年間，中童鎮出現家庭式眼鏡加工作

坊。經過兩個世紀的發展，2006年，鷹潭（余江）
眼鏡產業園被命名為「江西省眼鏡產業基地」，
2012年獲得了全國唯一一家眼鏡產業「國家外貿轉
型升級專業型示範基地」稱號，初步形成了集原材
料、配件、鏡片、電鍍、成品眼鏡以及設備製造等
行業緊密協作配套的特色產業集群，成為全國五大
眼鏡產業基地之一。
如今，眼鏡產業園有眼鏡生產企業近百家，產業
工人1萬餘人。鷹潭市亨得利金屬材料有限公司於

2011年入駐產業園，是內地較大的眼鏡框線製造
商。該公司負責人周勝節是地地道道的溫州人，他
說，公司主要為內地五大眼鏡基地提供原材料。目
前亨得利員工約有100人，每年的產值約有1億元人
民幣。記者在亨得利的生產車間看到，他們自主研
發的全自動機器正在高速運轉，一個工人可以輕鬆
管理4台機器。
園區內的江西亨通眼鏡製造有限公司，每年有200
餘款自主研發的新眼鏡推向市場，有「365DAY」、
「DIVERONA」、「Vizzini」等商標，亨通還開了
一家網店。

中童鎮位於江西省余江縣東北部，鷹潭市西郊，是遠近聞名的「眼鏡之鄉」。「余江人賣眼鏡，靠親帶

親、鄰帶鄰，擴大隊伍；在外『打碼頭』，靠先一店，後生片。就算後來有了錢，我們也是很認真地在做

眼鏡產業。」江西省鷹潭市眼鏡商會會長汪君榮如是總結余江眼鏡產業發展的秘訣。

■香港文匯報記者王逍、黃慧

鷹潭（余江）眼鏡產業園管委
會副主任萬國輝告訴記者，2013
年，園區眼鏡產業實現主營業務
收入77.5億元(人民幣，下同)，
實現工業總產值77.0億元，出口
創匯7,539萬美元。
鷹潭市提出，在鞏固全國五大
眼鏡生產基地之一和「國家級外
貿轉型示範基地」地位的同時，
積極申請「中國老視鏡生產基
地」，以鷹潭國際眼鏡城眼鏡專
業市場為載體，打造「鷹潭眼
鏡」區域品牌，進一步打響「中

國眼鏡產業之都」。
此外，鷹潭正在建設世界眼鏡

博物館、全國唯一的眼鏡文化創
意園，打造中國（鷹潭）眼鏡文
化節。
汪君榮意味深長地說：「在外

闖蕩了這麼久，我們還是要回家
發展，為家鄉做一些事。」據他
說，在當地政府的誠意邀請下，
大家紛紛重回故土發展事業，未
來自己也將把在北京的眼鏡公司
總部遷回家鄉，一起抱團打造鷹
潭眼鏡區域品牌。

鷹潭眼鏡市場商舖林立，各家都碼滿了品牌多
樣、不同款式的眼鏡，還有多家眼鏡店兼着當地
眼鏡職業學校的招生報名點。在一家眼鏡行做磨
片師的郭瑋億就是通過上當地職業學校，獲得相
關行業證書，再走上崗位的。1989年出生的小郭
很理性地規劃自己的未來：「現在近視人群越來
越多，老年人數量也逐年增加，眼鏡是必需品；
同時人們對時尚也越來越重視，眼鏡也是奢侈
品。眼鏡市場應該是非常有商機的，我以後也準
備開一家眼鏡店。」
江西威東光學有限公司於去年入駐余江眼鏡產

業園，主要承接當地外貿公司的眼鏡生產訂單，
產品遠銷歐洲。公司負責人孫明亮說，威東光學
有員工200多人，一半多是外地人；工資跨度比較
大，從2,000元到8,000元人民幣不等。從事眼鏡
行業已經有16年的楊明慧說，「我和丈夫都是四
川人，我們是去年通過朋友介紹來到這兒的。這
裡的工資比深圳的還高，生活成本又比較低，一
切都還行。」她笑着說。

藉眼鏡優勢 創區域品牌 眼鏡世家 挑擔子闖江湖

■眼鏡磨片師
郭瑋億立志以
後開一家自己
的眼鏡店。

王逍 攝

■■眼鏡商舖鱗次櫛比眼鏡商舖鱗次櫛比。。
王逍王逍 攝攝

■■來自四川的楊明慧正在來自四川的楊明慧正在
熟練地加工眼鏡熟練地加工眼鏡。。王逍王逍攝攝

■鷹潭市亨得利金屬材料有限公司鷹潭市亨得利金屬材料有限公司
的全自動化生產車間的全自動化生產車間。。 王逍王逍 攝攝

■江西省鷹潭市眼鏡商會會長汪君榮
王逍攝

余江眼鏡余江眼鏡：：放眼全球得商機放眼全球得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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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副擔子滿天飛，走遍廣東走遼
西」，這句順口溜定格了余江人因人多田

少而外出創業的最初期。在鷹潭眼鏡市
場，豐華眼鏡行51歲的童老闆說，這附近眼
鏡店舖的店主以前大多都是靠擺攤起家的。
他得意地說：「我們家是眼鏡世家呢！我老
岳父在1960年的時候，還在挑着擔子闖江
湖！」記者向老闆娘打聽得知，今年50歲的
她在剛結婚時，還跟着父親挑着擔子去新疆
賣過眼鏡。

余江人賣眼鏡的「親帶親，鄰帶鄰」方
式，帶動周邊地方人融入到銷售隊伍中，
他們還曾成立了有嚴格幫規、組織嚴密的
眼鏡幫會。

■■豐華眼鏡行豐華眼鏡行5151歲童老闆歲童老闆
的夫妻店的夫妻店。。 王逍王逍攝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