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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四川郫縣已有100多家豆瓣生產加工企業，
其中78家企業使用「郫縣豆瓣」品牌，從業人員

1萬餘人，主要集中於安德、唐昌、郫筒等鄉鎮。2014
年產量達105萬噸，工業產值達88億元（人民幣，下
同），已成為郫縣的支柱產業和出口創匯重點產業。

傳承文化 注重品牌
小豆瓣，為何能成就大產業？郫縣地處川西，距離成

都10餘公里。郫縣氣候宜人，雨量充沛，物產豐富，
素有「銀郫縣」之稱，亦是成都的水源地之一。良好的
自然生態環境，為

郫縣豆瓣的生產加工奠定了基礎。
據《郫縣縣志》記載，清康熙年間（1688年），福
建省汀州永定縣陳氏一家，隨着「湖廣填川」的大軍遷
徙入蜀。途中，因充飢用的蠶豆（胡豆）受潮發霉，陳
氏覺得棄之可惜，便放在田埂上晾曬乾後，拌入辣椒、鹽
巴食用。然而，一經入口，他感覺鮮香味美，便將此法保
留了下來。隨後，陳氏在四川郫縣安家落戶，經過幾代人
的演繹，「郫縣豆瓣」逐漸傳揚開來。
「郫縣豆瓣製作工藝考究，蠶豆需自然發酵，天然曬

露……雖然，未加一點香料，但香味醇厚、色澤油潤，
是川味食譜中常用的調味佳品，有『川菜靈魂』之
稱。」國家級非遺傳承人雷定成指，郫縣豆瓣的精髓在
於自然天成，這種傳統工藝被延續了下來。
為切實保護「郫縣豆瓣」傳統品牌，2000年國家工
商總局核准註冊「郫縣豆瓣」商標為證明商標，2006年
確立了國家標準和地理標誌認證，2009年成功申報國家
非物質文化遺產，在全球80個國家和地區註冊商標。

整合資源 集群發展
由於行業准入門檻較低，作坊式生產普遍，大大小小

的豆瓣生產企業散佈於郫縣各鄉鎮，嚴重影響產業整體
效益的提升。郫縣食品飲料產業辦公室、食品工業協會
秘書長潘豐禮表示，為改變這種現狀，2005年開始，
該縣便開始規劃建設3.7平方公里的川菜產業園，集中
發展以川菜調味品、川菜原輔料加工的產業集群。
日前，記者來到川菜產業園採訪，只見公路兩邊
「豆瓣」企業一家挨着一家。四川郫縣豆瓣股份有限
公司是其中規模較大的一家，年產量10萬噸、產值超
億元。潘豐禮指，園區內豆瓣生產企業10家，工業產
值26億元，佔全行業30%。
同時，與園區配套的還有川菜文化體驗館、川菜匯

美
食 體
驗街，
在這裡不僅
能親自體驗做
豆瓣，還能品嚐到
正宗的麻婆豆腐、川味回
鍋。

保留傳統 加大創新
郫縣豆瓣綿延300餘年，在差異化消費、嚴控食品安

全等新形勢下，該如何推陳出新？
「這是特級豆瓣，主要為日本客戶度身訂做；這是一

級豆瓣，主要銷給高級餐廳……」日前成都鑫鴻望食品
有限公司展廳裡9口大缸一字排開，裡面裝滿成色各異
的豆瓣。總經理趙鳴指，該公司投入大量人力物力研發
新產品，其中兩項成果獲得國家專利。如今，該公司年
產豆瓣3,000噸，年產值3,000餘萬元，只能算中等規
模。
潘豐禮表示，「郫縣豆瓣」證明商標使用企業達78

家，其中有3個中國馳名商標、兩家中華老字號，原材
料標準化基地18萬餘畝。面對未來，當地政府提出到
2015年川菜產業園力爭達成產值逾100億元，豆瓣產業
達成產值100億元的「雙百億」目標。

「小豆瓣成就大產業。」郫縣豆瓣國家級非遺傳
人雷定成認為，郫縣豆瓣長遠發展需做好傳承與創
新。首先，必須解決「既要提高產量，又要保持傳統
風味」的問題，不能量上去了，特色卻沒有了，從而

失去整個品牌。其次，要細分產品功能，積極研發適
宜不同人群、滿足不同功能需求的新產品。然後，還
需加強傳統文化的保護和品牌的推廣，讓豆瓣文化
「走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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郫縣豆瓣是一種傳統調味品，因產於
四川郫縣而得名，是中國地理標誌產
品。在選材與工藝上獨樹一幟，其製作
技藝列第二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
錄。

郫縣豆瓣香味醇厚卻未加一點香料，
色澤油潤卻未加任何油脂，全靠原料優
質及精細的加工技術達到色香味俱佳的
標準，素有「川菜靈魂」之稱。郫縣豆
瓣含有豐富的蛋白質、脂肪、碳水化合
物、維他命C和辣椒鹼，
長期食用可增進食慾，促
進人體血液循環，並且起
到驅濕卻寒的作用。

■雷定成指，郫
縣豆瓣的精髓在
於自然天成。

■科研人員
研 發 新 產
品。

川菜享譽中外，「郫縣豆

瓣」乃川菜之魂。據稱郫縣豆

瓣起源於清康熙年間，距今已

有300多年歷史。早前，作為

國家計劃商品，供應全國；改革開放後，當地貨郎挑着

豆瓣走鄉串戶，暢銷西南；如今，早已走出國門，遠銷

加拿大、美國、英國、日本、台灣等國家和地區。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兵 四川郫縣報道

■郫縣豆瓣傳
統工藝流程。

川菜靈魂撐起經濟
川菜靈魂撐起經濟小豆瓣小豆瓣 大產業大產業 ■工人正在

晾曬豆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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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光大國際（0257）昨宣佈，與河北
保定市發展投資公司簽署戰略合作框架協議，由光
大國際和保定市發投公司共同成立合資公司推動與
政府的PPP合作模式，拓展保定市及周邊地區的垃
圾發電及生物質綜合利用、水資源綜合利用項目以
及其他低碳產業項目。另外，光大國際與四川廣安
市政府簽署全面戰略合作框架協議，以 PPP、BOT
等多種模式積極參與廣安市節能環保、新能源及環
保產業園等項目的投資及合作。

光國內地2市簽環保協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章蘿蘭 上海報道）交通銀
行金融研究中心日前在上海發佈《2015年中國商業
銀行運行展望》，報告指今年中國商業銀行營業收
入增速會較2014年進一步下降，特別是淨利息收入
明顯放緩、撥備壓力增大等因素，將拖累銀行業利
潤增速下行，預計營業收入增速或放緩至9.1%左
右，而淨利潤增速則同步下降至約9.0%。
該行又指，內地銀行資產質量存在下行壓力，不

良貸款率可能上升0.2至0.3個百分點，至1.5%至
1.6%的水平。

交行：內銀營收增速續降

深圳規土委：鎖房勿過度解讀

鄭州房產新政掀「過戶潮」
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 靳中興 鄭州報道）河

南自去年底實行的直系親屬二手房過戶可自主定價
政策後，出現了上百平米房屋親人之間過戶費用也
不過百餘元（人民幣，下同）的現象，也引發鄭州
市新一輪的「過戶潮」。
在新政實施前，如果一套樓齡不滿5年的房子被

評估為50萬元，名下無房的買家要交約5,000元契
稅、約2.8萬元營業稅。根據新政，直系親屬辦理房
產過戶時，房子成交價不再由稅務部門評估，而是
由過戶雙方自由決定，因此直系親屬間之前要交的
契稅和營業稅數萬元，如今只需數十元。以一套86
平方米的住房為例，如果是父親過戶給兒子，如果
他們合同約定成交價總額為1,000元，且兒子名下已
經有了一套房，那麼契稅必須按照二套房繳納，即
1000元的4%，為40元；如果是首套房，則只需交
樓價的 1%，即 10 元。此外，營業稅為樓價的
5.6%，即56元。

香港文匯報訊 深圳近月多家發展商的房源被鎖，甚
至由央企興建的安居型商品房也被鎖定，一時間各種消
息滿天飛，莫衷一是，被涉及的上市公司的股價都大幅
波動。深圳市規劃和國土資源委員會(深圳規土委)上周五
通過官方微博，就深圳市多個安居房項目房源被鎖情況
進行說明，並指，房源鎖定或限制產權可能存在着多種
原因，建議不應過度解讀，以維護良好市場環境。
通告指出，暫停房地產信息系統使用屬於規劃土地和
房地產市場監管措施之一。《深圳經濟特區規劃土地監
察條例》第三十九條規定，對涉及規劃、土地違法行為
的房地產，主管部門可作出限制其產權的決定。《深圳

市房地產市場監管辦法》第六十二條規定，主管部門在
監督檢查過程中發現房地產開發企業、經紀和估價機構
及其從業人員有違反法律、法規及本辦法規定行為的，
可以暫停其使用信息系統。
此外，在協助司法機關查封、安居型商品房預售管理
以及其它規劃土地日常業務辦理過程中，為保障購房者
的合法權益、規範市場秩序和開發企業銷售行為，主管
部門也可臨時鎖定相關房源，待事項辦理完畢後再解除
鎖定。
另外，深圳規土委又對安居型商品房鎖定的情況作

出說明。通告指出，所謂安居型商品房，是指政府提

供政策優惠，限定套型面積、銷售價格和轉讓年限，
按照規定標準，主要採取市場化運作方式籌集、建
設，面向符合條件的家庭、單身居民配售的具有保障
性質的住房。根據《深圳市安居型商品房建設和管理
暫行辦法》的相關規定，安居型商品房項目在該委辦
理預售審批後的銷售、網簽合同、備案等手續都是在
市住房建設局的售房系統中辦理，因此該委鎖定房源
並不影響後續手續的辦理。安居型商品房項目在銷售
完畢並辦理產權登記後，該委將根據市住房建設局反
饋的信息予以解除鎖定。

小業主權益無影響
鎖定安居型商品房房源是正常業務辦理事項，與中

海、中糧等開發企業是否存在違規行為無關，也不影響
小業主的合法權益。

駐前海港企突破千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涂若奔）前海管理局投資推廣處處長戎衛華上

周五在本港的記者會上透露，截至去年12月31日，總共有1,022家香

港企業入駐前海，數量雖然不算很多，但投資額超過1,000萬元（人

民幣，下同）有400多家，平均註冊資本金為9,600多萬元，比整個

園區的平均額高48%，其中最大的一家註冊資本金高達18億元。而園

區內所有企業的總數為20,216家，總注冊資本金為13,618億元。

戎衛華表示，港企數量雖然不多，但
質量非常高，涉及各個門類，其中

金融機構有50多家，本港銀行基本都在
當地設立分支機構，證券持牌機構也大量
入駐。此外還有不少專業服務公司，例如
畢馬威、德勤等已入駐，普華永道也正與
當局接觸。現代物流也有許多企業入駐，
近日還有一家「本港最大、最好的供應鏈
管理公司也在（為入駐）密切互動」。

對港企售地擬增大
被問及今年計劃吸引港企入駐的目標數
量時，戎衛華重申，前海管理局希望到
2020年，港企在前海的總量可增至1萬

家。前海管理局未來將進一步向港企增售
土地，面積佔比計劃達到1/3，希望港企
的數量和質量都不斷提高，打造港企現代
服務業在前海的產業集群。
去年12月前海管理局宣布將優先安排扶

持資金，專項用於扶持香港投資者在前海深
港合作區設立的企業。戎衛華表示，此舉的
目的是希望支持香港年輕人去前海創業，除
資金扶持外，還會在辦公空間、實驗室、培
訓和輔導等方面都會有政策支持。
不過，他承認，目前到前海發展的港企
基本不缺資金，故此舉主要是針對中小企
業，未來將會先進行考核，確認其已經開
始經營後，「扶它一把，讓它再上一個層

次」，能夠更大程度地拓展內地市場。他
又強調，該政策沒有對註冊資本金進行嚴
格限制，「所謂的中小企業沒有門檻限
制，你投資五萬、十萬都歡迎」。

「中小企沒門檻限制」
據戎衛華披露，2012年國家財政部、

商務部和深圳市，三年總共撥出15億元

用於扶持現代服務業的重要試點，截至目
前一共有3批60個項目獲得資助，總額超
過3億元，拉動社會投資超過30億元。獲
資助者主要是公共性和公益性企業，如通
訊公司和電商信息平台公司等。他指，有
不少港企也獲得了資助，惟未有具體數字
披露，又稱歡迎廣大香港中小企到前海享
受國家的扶持政策。

■前海管理局
投資推廣處處
長戎衛華指，
目前有 50 多
家金融業港企
進駐。

記者
張偉民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