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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電出口爆倉 珠三角一櫃難求
「宅經濟」帶動訂單增長 運費上漲企業壓力大

相比於年營收數百億的格蘭
仕、年營收百億上下的新寶和奧
馬，中山樂途電器是一家年營收
約一億元的家電出口中小企業。

樂途電器總經理黎明陽在訂單暴漲
與成本暴增之間，備受煎熬。

黎明陽透露，今年 3 月底、4 月初裸銅價
39,000元/噸，10月20日51,700元/噸，環比上
漲32.56%；冷軌鋼板4月初4,300元/噸，10月
20日5,300元/噸，環比上漲23.26%；錫鋼片4
月初5,000元/噸，10月20日5,700元/噸，環比
上漲14%。

匯率增成本 蠶食利潤
另外，今年3月底、4月初塑料ABS 121H價

格最低曾跌至 9,400 元/噸左右，10 月底價格
17,000元/噸，環比上漲約80%；3月底塑料PP
價格6,500元/噸，10月底價格8,250元/噸，環
比上漲26.9%。「房租、人工和匯率的成本也
在漲。」黎明陽說，他們在廣東省中山市南頭
鎮的廠房，租金比去年同期上升了30%；工人
難招，臨時工工資從去年同期15元/小時，上
升到現在的 18 元/小時；3 月中旬，1 美元兌

7.03元人民幣，10月底約兌6.7元人民幣，「現
在外貿訂單接得越多越虧」。

黎明陽表示，他們的純利潤率只有4%，有些
產品還不到，單是匯率增加的成本已把利潤吞
掉了。由於出口風扇價格基本是在8月「一年
一定價」，雖然2021年他們風扇訂單比2020年
多了50%，但由於材料價格上漲、人民幣匯率
強勢、勞動力成本上升及廠房租金增加，預計
明年生意會虧損。

作為樂途外貿訂單的對接人，黎明陽的夫人
給記者看了幾封她最近與一位美國客戶的往來
電子郵件。相比去年9月，一年多來，匯率成
本漲了6.2%，銅等漲價使綜合成本上漲3%，樂
途希望提價3.5%，對方回覆加2%、從明年1月
開始，樂途回覆從今年12月開始，正等對方確
認。

這樣的談判拉鋸顯示，在訂單爆滿的背後，
中國家電製造商與國外客戶仍在共克時艱。記
者在樂途剛好碰到其美國客戶Newell的一位駐
廠工程師。他說，今年特別累，產能緊張，而
船期已安排，他只好常到工廠「監工」。在成
本重壓下，「大家都在『熬』，看誰能『熬』
得過去。」 ■《第一財經》

11月3日上午10點左右，在中國家電之鄉順德的勒流，小家電出口大戶廣東新寶
電器股份有限公司的跨境貨車裝貨區，排滿了
貨櫃和拖車。等待出口的貨物太多，倉庫放不
下，部分只能堆放在倉庫門口的空地上。咖啡
機生產工廠外，零配件供應商十多輛貨車排成
長隊，等待卸貨。
「我們的海外訂單今年前三季逐季抬高，一
季度同比下降8%，二季度上升25%，三季度
上升超過40%，訂單四季度仍保持充足的狀
態。」新寶股份董秘陳景山說。

訂單排到明年一季度
當天，記者還走訪了格蘭仕、德爾瑪和樂途
電器。家電出口龍頭之一的格蘭仕，中山廠區
的微波爐、冰箱生產線熱火朝天，冰箱
今年產量翻番仍滿足不了需求，訂單要
排到明年一季度。樂途今年風扇出口訂
單比往年多了三分之一，德爾瑪加濕器
等的出口額更翻倍增長。
新寶股份海外模塊營銷管理總監張以
飛介紹說，今年一季度受國內疫情影
響，產能不足，春節後復工復產。三四
月份，國外疫情逐漸暴發，面對境外訂
單部分取消、大量延期的情況，新寶想
辦法消化庫存。五六月份，隨着客戶庫
存消化，訂單逐步開始恢復增長。七八
月在「宅經濟」影響下，居家辦公帶動
訂單明顯增長。之後直到11月份，客戶
下單需求仍然旺盛。
今年前三季，新寶股份實現營收
91.15億元，同比增長33.52%；歸母淨利潤9億
元，同比增長75.38%；貢獻八九成營收的外銷
業務，前三季收入同比增長約25%。張以飛
說，壓力咖啡機、多功能台式攪拌機等西式廚
房小家電「爆單」，多士爐、空氣淨化器、吸
塵器也暢銷。新寶通過調整擴大產能，仍一度
無法滿足需求，就轉移了一部分出口訂單到其
他工廠生產，以平衡各方利益。現在，新寶的
小家電出口訂單一度接到2021年4月。
「現在應該基本到了訂單的頂峰」，張以飛

預計，國外客戶考慮到中國春節放假因素，希
望新寶今年12月、明年1月繼續生產，確保春
節生產停擺時的供貨。為了持續跟蹤好出口訂
單，這段時間每天晚上8點，新寶會為外銷業
務團隊提供消夜福利，以前是沒有的。有的國
外客戶「追單」急了，曾把新寶的總裁、CMO
拉一個微信群，問為何還沒交付，新寶只好耐
心解釋、尋求理解。

美食健康類家電暢銷
在格蘭仕中山園區的冰箱工廠內，等待發貨
的冰箱，多到要擺放在生產線旁邊的空地。該
廠工藝質量負責人邵國山透露，今年格蘭仕冰
箱工廠的產能已經翻番，但是仍然供不應求，
現在接單，三個月後才能交貨，訂單要排到明

年一季度，格蘭仕冰箱廠計劃2021年產
能再提升50%。
與新寶出口以代工為主不同，格蘭仕正從

代工出口向海外自主品牌轉型。格蘭仕自主
品牌冰箱今年在北美出口翻一番，全面進入
沃爾瑪、家得寶、亞馬遜等當地主流渠道。
疫情使與美食、健康相關的家電整體增長，
格蘭仕剛好近年加強海外品牌推廣和本土化設
計，所以出口訂單應接不暇。
格蘭仕海外市場部的李文健也向記者表示，

疫情期間，客戶居家生活時間增多，烤箱和微
波爐的銷量上升，冰箱、洗衣機的訂單也在增
長。今年格蘭仕出口收入增幅達兩位數，其中
海外自主品牌業務收入增幅達三位數，一季度
訂單延期，二、三、四季度訂單需求持續上

升。
歐美市場增長，「一帶一路」市場也不錯。

今年，格蘭仕在印度推廣自主品牌，請電商網
紅直播帶貨。其在北美、德國、法國和東歐等
地的海外子公司或分支機構，也進行本土化推
廣和服務。今年格蘭仕外銷業務員從200人增
到350人，訂單爆滿時他們下生產線「爭搶」
產能資源。

物流人工成本上升
「中國家電產業鏈優勢明顯，疫情應對帶來
出口紅利。」中國機電進出口商會家電分會秘
書長周南向記者表示，出口回暖，不僅成本上
漲帶來壓力，出口一櫃難求也讓企業頭疼不
已。
在中山南頭，一個貨櫃的運輸費貴了100

元，從1,950元提升到2,050元，因為貨車司機
的人工貴了，堆場拿櫃的成本也貴了，加上中
國環保要求升級，拖車報廢增多。更難的是，
貨櫃不夠，許多在國外，還沒運回來。
「現在是『拿到櫃子沒倉位，拿到倉位沒櫃
子』。」張以飛說，出口受物流影響較大，拿倉
位、貨櫃「從來沒有像今年這麼難，今年是『一
櫃難求』。」因為進口的貨櫃少了，新寶旁邊的
集裝箱廠今年貨櫃訂單增長了40%至50%。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輝 廣州報道）「十四五」規
劃建議稿提出，促進國內國際雙循環，完善內外貿一體化
調控體系，促進內外貿法律法規、監管體制、經營資質、
質量標準、檢驗檢疫、認證認可等相銜接。粵港澳大灣區
作為國內國際雙循環的重要接口，正不斷通過創新舉措開
展探索。5日，由廣州海關、廣州港集團創新推出的「灣
區一港通」項目正式啟動。在該項目下，將形成以南沙港
為樞紐，廣州、佛山、肇慶等多個珠江口內河碼頭為支線
港的港口群，貿易企業在任一港口報關，將實現互認；同
時，實現了江海聯運，船運公司亦可靈活調度船隻，令企
業進出口效率大為提升。

查驗資源共享 通關手續互認
據了解，「灣區一港通」項目年內將在廣州、佛山、肇
慶、清遠、雲浮、韶關等珠三角港口碼頭全面推廣實施。
目前，廣州海關正與大灣區其他海關協商合作，推動相關
業務模式在更大範圍內實現。
據廣州海關相關負責人介紹，在「灣區一港通」推出之
前，船舶到達南沙港之後，需要做核銷工作，而且需要人
工來操作，且必須是紙質化的，這就變相限定了企業必須
在海關的作業時間、通關地點來辦理。「運載貨運的駁船
抵達南沙港後，辦理手續加上等待出海大船的時間，大約
需要5天到7天。有時耗時過長，貨物可能來不及趕上大
船，造成改單，帶來違約後果。而在『一港通』下，可以

實現全程可控，出口業務基本2天就可以完成。」
據悉，如此高效運作，是「灣區一港通」模式使得南沙
港與其他港口實現了信息化鏈接，查驗資源共享，兩港視
同一港，客戶可以一次申報、一次查驗、一次放行，減少
了企業的通關手續。「灣區一港通」通過信息化手段實現
創新模式的監管，全流程無紙化、系統化處理，進出口貨
物在內河碼頭完成通關手續，運抵南沙即可裝船，實現經
南沙港轉運的進出口貨物「7×24」小時快速通關。相較
於傳統的水水聯運、國際中轉等通關模式，通關更加快
速、成本更加低廉。

加快物流周轉 降低運輸成本
廣州港相關負責人說，「灣區一港通」加快了通關過程

和物流周轉，令企業可以快速出口，這在疫情期間顯得尤
為重要。
新模式將充分利用內河碼頭和南沙港之間的水路運輸資

源，在發揮水路運輸低成本優勢的同時，一定程度上也緩
解了陸路運輸的壓力，有助於減少環境污染，落實綠色港
口管理理念，目前預計每年能為港口分流超過30萬車次
貨櫃車輛。
廣州港集團董事長李益波表示，「灣區一港通」項目為

粵港澳大灣區腹地進出口企業打造了一條更快速、更便捷
的出海大通道，有效降低企業經南沙港區進出的物流成
本，提升灣區企業參與國際貿易的競爭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江鑫嫻 北京報道）民政部副部
長王愛文在5日舉行的國新辦發布會上表示，黨的十八
大以來，中國易地扶貧搬遷工作扎實推進，易地扶貧搬
遷960多萬貧困人口，同步新建了約3.5萬個安置社區，
一攬子解決了搬遷群眾的吃、住、行、就醫、就學等方
面的問題。當前，「十三五」的易地搬遷建設任務已全
面完成，易地搬遷工作轉入以後續扶持為中心的新階
段。
王愛文表示，後續扶持是一個系統工程，涉及方方面

面，要做好「搬得出、穩得住、能致富」的後兩篇文
章，即「穩得住、能致富」。其中「穩得住」一個重要
前提就是群眾在新社區能住得習慣、能融入社區，所以

社區建設和社區治理就成為這項工作的一個很關鍵的問
題。下一步相關部門將圍繞「有組織、有制度、有服
務、有氛圍、有隊伍」五個方面，做好扶貧搬遷的後續
幫扶工作。

六方面細化實化就業住房等政策
國家發展改革委地區振興司負責人孫廣宣亦表示，目

前中國易地扶貧搬遷後續扶持政策體系正在逐步形成。
今年2月，發改委聯合12個部門和單位出台了《2020年
易地扶貧搬遷後續扶持若干政策措施》，從完善安置區
配套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設施、加強產業培育和就業幫
扶、加強社區管理、保障搬遷群眾合法權益、加大工作
投入力度、加強統籌指導和監督檢查等六個方面，進一
步細化實化了國家層面的後續扶持政策。其他相關部門
也不斷完善政策舉措，加大支持力度，陸續出台了後續
產業發展、就業幫扶、社區治理、安置住房不動產登記
等專項政策。
中共十九屆五中全會明確指出，要將鞏固拓展脫貧攻

堅成果同鄉村振興有效銜接，做好易地扶貧搬遷後續幫
扶工作。對此，孫廣宣表示，為深入貫徹落實五中全會
精神，國家發改委下一步將統籌社會事業、城鎮建設等
領域中央預算內投資，繼續支持安置區基礎設施和公共
服務設施提升完善，並指導和支持有關方面繼續做好社
區服務、就業促進、產業培育等後續扶持工作，持續鞏
固易地扶貧搬遷的脫貧成果，確保搬遷群眾與所在地的
居民享有同等的基本公共服務。

香港文匯報訊 金秋送爽，順德中山家電出口工廠

裏一片繁忙。據《第一財經》報道，疫情下，「宅經濟」

讓廚房小家電、環境類電器等小家電的出口訂單爆滿，冰箱、

洗衣機等與飲食、清潔有關的大家電出口也需求旺盛。出口受物流

影響較大，不少企業紛紛吐槽：拿倉位、貨櫃「從來沒有像今年這麼

難，今年是『一櫃難求』。」

「外貿訂單接得越多越虧」

「灣區一港通」啟動
出口業務2天搞掂

易地扶貧搬遷後續扶持政策體系正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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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位於廣東省佛山市順德區的德爾瑪電器有限公司內，
工作人員正在組裝電器。 資料圖片

■「宅經濟」下各類小家電的出口訂單爆滿，不少企業紛紛吐槽今年難拿倉位、貨櫃「一櫃難求」。圖為廣州南沙港。
廣州海關供圖

■易地搬遷工作轉入以後續扶持為中心的新階段。圖為融水
苗族自治縣四榮鄉榮地村侗族鄉親們走向新村。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