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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界觀點
由國內外IT巨頭研發

主導的智能手錶概念近年
來被炒得風生水起，更有

分析認為它的出現將會為傳統機械鐘錶製造業帶來沉痛
打擊。但據了解，目前多數國產品牌對智能手錶仍處於
觀望態度，認為其對機械錶的衝擊有限。
智能手錶的研發工作主要是由IT巨頭如三星、蘋果等
推進，內地鐘錶企業介入不多。深圳鐘錶協會常務副會
長侯慶海表示，可穿戴智能手錶的顯示界面太小，操作
不便，而且耗電量大，如果沒有其他突破性發展，可能
僅僅是個噱頭，發展空間有限。
一家科技公司的CEO表示，他們公司目前研發的一款
智能手錶很接近傳統手錶的形態，「我們用IT的思維和
做法去思考腕上的設備，但在加工、製造、舒適性、美
學等方面，都遇到了不少問題。」EZON宜准品牌的創

始人陳祖元則認為，IT巨頭主要解決的可能有移動醫
療、移動支付、智能家居、娛樂互動、信息管理、運動
健康這幾個領域，而傳統鐘錶廠商如果能專注解決某一
個領域的需求，把某一項功能做到極致，就可能取得成
功。該品牌專注於運動、跑步等功能上，在這個分支上
還有很大增長空間。

智能錶仍有待完善
智能手錶對技術的要求很高。陳祖元認為，首先要具備

精密製造的技術，包括防水、防磁、防震、續航性能好
等。還要有良好的感知技術、低功耗傳感器等。此外，要
有通訊能力，包括低功耗藍牙、WI-FI、芯片處理技術以
及APP雲平台等。深圳市鐘錶行業協會執行副會長兼秘書
長朱舜華表示，現在介入這個產業的研究多是跨界合作。
很多IT企業發現要做好一個手錶還是要跟鐘錶企業合
作。傳統鐘錶廠商在精密製造技術方面具有絕對優勢。
「談論智能手錶現對傳統手錶衝擊的話題為時尚

早。」深圳市鐘錶行業協會副會長楊一軍認為，傳統手
錶經過幾百年歷史沉澱被賦予很多含義，不是簡單的計
時工具。智能手錶現在還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充其量
只是手錶市場一個分支，並不是主流市場。朱舜華認
為，智能手錶屬於電子類產品，可能對石英類手錶有衝
擊，對機械錶衝擊有限。

事實上，「天王表」、「飛亞達」等國產大品牌的暢銷
款基本在萬元人民幣以內。考慮到如果國產錶價位太高，
對消費者的吸引力可能會下降，多數國產錶廠商表示，是
否會發力高端市場，主要看市場需求。國家工信部此前發
佈《關於加快推進我國鐘錶行業自主品牌建設的指導意見
（徵求意見稿）》稱，到2020年，我國高、中、低檔鐘
錶產品產值比例從目前的1︰14︰85轉變為3︰22︰75，
培育5個左右國際知名品牌、20個左右國內知名品牌。
侯慶海表示，國產錶正處於百家爭鳴的發展階段，隨

中國經濟的發展，能消費得起手錶等奢侈品的國人越
來越多。就深圳來看，目前當地有鐘錶企業1,100多家，
產能達到世界鐘錶產量的41%，產值佔全國50%以上。
如能進一步提升自身的設計、產品、服務和品牌文化，
未來「深圳製造」發展成「瑞士製造」那樣的名牌是有
可能的。天王表市場總經理鄧光磊表示，電商對國產錶
銷售起到一定拉動作用。
飛亞達品牌總經理杜熙始終認為，智能手錶對傳統手

錶的衝擊並沒有想像中大，智能手錶屬於新生領域，補
充不買傳統手錶的年輕一族的需求，與傳統手錶的消費
群體是兩個不同領域。杜熙表示看好傳統手錶在中國市
場的銷售，他認為中國人戴錶的習慣還正在培育的過程
中，隨國內市場消費升級，將有越來越多的中國人佩
戴傳統手錶，這是一個大市場。

內地錶企淡定觀望智能革命

時計寶專攻中低檔手錶 逆流而上

儘管中國整體經濟疲軟和政府推出抑制奢侈品消
費的措施，但時計寶2014財政年度的收益及

溢利仍繼續錄得滿意增長，董觀明指出，這主要是
公司致力專注發展中低端及年輕系列的手錶市場。
同時，公司成功推行銷售網絡擴充策略，在全國
二、三線及其他次級城市開設新銷售點，並且加大
電子商務的推廣力度來銷售年輕手錶新產品系列，
令時計寶繼續鞏固在中國國內品牌手錶市場的領導
地位。

擬明年增逾200家直營店
據了解，目前公司最大的主要收益來源是「天王
表」和「拜戈表」，其次的則為其他品牌手錶和錶
芯貿易。資料顯示，目前「天王表」年產能約260
萬隻，年銷量約130萬隻，產品平均價格約1,300元
（人民幣，下同）。Euromonitor數據指出，2011
年「天王表」在前四大國產中端錶品牌中市佔率排
名第一，達14.6%。雖然智能手錶成了市場新寵，
但在董觀明看來，現時智能手錶在中國市場的認受
性不大，市場普遍仍是以購買傳統錶款為主流，因
此他不擔心公司的產品會被智能手錶所取代。
針對公司的銷售網絡，時計寶執行董事及副行政

總裁勞永生指出，時計寶的零售網絡
主要是由公司直接管理及控制的百貨
公司銷售專櫃，而現時暫不會考慮以
合營模式經營業務。「合營有一定
風險，萬一合作伙伴出現問題，將
直接影響公司業績。」儘管時計寶
不考慮以合營方式作業務擴充，但
該公司亦計劃在今年新增逾200家直
營店，而每個銷售點成本約為25萬
至27萬元。
董觀明進一步指出，由於公司銷售

網點大部分為直接管理和控制，旗下
員工直接銷售手錶予顧客，所以公司
可從一線員工獲得第一手市場資料及
顧客的直接反應。「相對主要競爭對
手，『天王表』的零售專櫃目前仍少約500間，所
以我們仍有增加銷售點的需要及空間。」

致力拓展電子商務平台
此外，電子商務將會是公司近年重點發展渠道。

董觀明表示，「我們目標於未來三年，來自電商收
入可佔公司整體銷售約25%。公司會繼續密切緊貼

市場，採取靈活策略順勢而為，實現具質量和健康
的增長，致力為股東提供理想回報。」
事實上，公司旗下的深圳時計寶商貿有限公司，

去年已與多家網絡銷售平台，包括：拍拍（騰訊
QQ）、京東商城及天貓等簽訂合作協議，向年輕
客戶群銷售中低價位手錶及年輕系列新手錶產品，
以迎合年輕客戶群日益增長的消費能力。「線下主

要針對30歲以上人士，線上則主針對20歲至30
歲，年輕錶款比例達9成，其餘產品與線下同步同
價。」董觀明稱，電商團隊現有106人，今年將拓
至130人。此外，目前網上均價約650元，公司希
望將價格提升至700元；現時網上將主推價格較高
的機械錶，現時佔比約20%，目標今年可達到40%
的比重。

內地去年至今零售市道低迷，鐘錶業亦遭受沉重打擊，惟國內品
牌手錶市場領先的手錶製造商時計寶投資有限公司卻能逆境而上。
公司主席兼行政總裁董觀明表示：「我們有三大元素助增長，包括
同店平穩、新店銷售及網上銷售。即使行業整體市況並不樂觀，但
我們仍會維持每年加價4%至5%的幅度。」展望未來，公司將以發
展中低檔次的手錶為主，並積極在內地二、三線城市擴充零售網
絡，以捕捉中產和大眾消費市場的潛力。

行業報告
全球著名諮

詢公司貝恩發
佈 了 最 新 的

《2014中國奢侈品市場報告》。報告顯示，
2014年，中國內地奢侈品市場首次出現負增
長，比2013年下滑了1%。但與此同時，在全
球奢侈品市場上，中國內地消費者的奢侈品消
費上漲 9%，達到 3,800 億元（人民幣，下
同），大約佔全球奢侈品市場30%的份額。這
也意味，越來越多的中國人將消費場地瞄準
了海外。

腕錶消費下滑最多
從調查中看到，包括配飾、女士服裝、鞋
履、珠寶等8類產品組成的奢侈品消費中，
2014年總的增長比2013年下滑1%，其中腕錶
下滑最多，達13%，而男士服裝有10%的下
跌。報告認為，中國內地奢侈門店的銷售想在
2015年實現大幅增長很難。
普遍認為有兩方面的原因造成市場下滑，其

一是中國政府反腐政策的衝擊，第二就是越來

越多有能力的中國人不在國內消費。
這份報告的調查對象是全國十多個城市的

1,400名月收入1萬元以上的奢侈品消費者，從
這調查訪談中也看到了奢侈品消費的變化。
「相比傳統大牌（例如LV，GUCCI等），

您會在未來三年更多嘗試購買新興品牌？」有
44%的被調查者表示非常同意，表示同意的佔
到38%。在被問到最有吸引力的新興品牌有哪
些時，巴黎世家、亞歷山大麥昆、Jimmy Choo
等品牌名列前茅。
中國消費者的消費偏好逐漸變化，他們更注

重設計感、潮流，對品牌的偏好多樣化、專屬
性和無需明顯品牌標識；他們追逐新興品牌，
也造成不同類別的頂級品牌的排名都發生了變
化。

7成消費者選擇海外購物
另據了解，海外購買已成趨勢，而代購這幾

年越來越成為主要渠道，調查中，七成消費者
會選它。貝恩預計中國代購市場規模約在550
億元至750億元，這相當於中國內地奢侈品門

店2014年銷售額的50%。
與此同時，奢侈品在中國內地

的店舖數量縮水，不僅新店數量
減少，老店也有關閉，門店的同
店銷售額下滑難以避免。「每次
我們遇到來比價想去境外買的顧
客時，總會以『便利』來勸說他
們留下來消費，但事實上誰不知
道境外買合算呢？我們自己都不
在國內消費啊。」一位奢侈品店
員對此感到很無奈，「真是毫無
說服力。」

內地奢侈品市場遇冷
真知灼見
英皇期貨營業部總裁葉佩蘭英皇期貨營業部總裁葉佩蘭

CBOT玉米期價自1月起由每蒲式耳417美分下跌至現時
365美分的3個月低位，主要是因為南美主要玉米種植區近
日天氣狀況良好，令多間分析機構上調了今年巴西及阿根
廷產量及庫存預測。而且在國際油價持續偏低的情況下，
乙醇庫存仍再創下兩年高位，利淡原材料玉米的需求。再
加上美國玉米出口需求數字維持疲弱，預計未來數個月全
球玉米市場供應仍將維持充裕，玉米期價仍將繼續走淡。

基本因素分析
全球玉米產量及庫存料續升

現時玉米市場供應仍然維持充足，因去年美國玉米產量
創下了紀錄高位，而多間機構亦預計今年產量將繼續增
長，令全球供應維持充裕。
美國農業部（USDA）於1月份供需報告中預計，由於今

年全球玉米產量預料將由去年的9.8769億噸再升至9.8808
噸，但期末庫存則預計將由1.7223億噸升至1.8915億噸，
主要是因為南美產量料將上升。USDA表示，自從阿根廷
農戶於去年9月份開始種植玉米，天氣情況一直良好，因此
將今年阿根廷玉米產量調高50萬噸至2,250萬噸。而全球
產量及庫存持續增長，將令玉米期價難以顯著回升。至於
美國，今年產量亦預計由3.5127億噸升至3.6109億噸，期
末庫存更預計由去年3,129萬噸升至4,769萬噸，增幅較全
球庫存為高，反映美國國內供應過剩問題更為嚴重。
國際穀物理事會（IGC）則預計，今年全球穀物期末庫
存將升至4.32億噸的30年高位，因全球穀物產量預料將較
去年增長200萬噸及20.02億噸，當中以玉米產量更預料達
到9.92億噸的紀錄高位，較早前預測高960萬噸，亦高過
去年的9,907億噸。

各國出口量高企需求疲弱價格難反彈
根據USDA報告，由於阿根廷將於今年8月進行大選，

市場猜測現任總統任期結束後，新政府將放寬糧食出口
限制，將令該國玉米及小麥出口量上升，令全球供應更
為充裕。
而全球玉米需求方面，卻仍然疲弱。美國農業部

（USDA）最新公佈，截至1月29日當周，美國玉米出口
量為661,675噸，較上周減少25%。而全球主要玉米消費國
中國公佈，去年12月進口玉米為607,201噸，同比下跌
26%。而全年進口量則為260萬噸，同比亦下滑20.4%。
另外，根據美國能源資訊局（EIA）截至1月23日當周，
乙醇日均產量為97.8萬桶，較去年同期增加8.7%。而乙醇
庫存量亦增加至2,060萬桶，再創下兩年以來的新高，亦利
淡乙醇原材料玉米需求。此外，國際油價持續低迷，亦同
時打擊乙醇需求，進一步利淡玉米價格。

技術走勢分析
根據美國商品期貨交易委員會（CFTC）最新公佈的資

料顯示，截至1月27日當周，CBOT玉米期貨及期權非商
業淨長倉跌至169,917張，為3個月新低，反映大型基金亦
同樣看淡玉米期價。建議投資者可於每蒲式耳390美分沽
出CBOT玉米期貨，目標價320美分，止蝕位於420美分。

全球玉米供應維持充裕 需求不振料期價仍將走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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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對於腕錶品牌與腕錶經銷商來說，是非常難熬的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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