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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李予阳报道：记者近日从
国家电网公司了解到，国家电网公司大力实
施“户户通电”工程，2006 年以来先后投资
191.6 亿元,累计为边远落后地区 149 万户、
共 572 万无电人口解决用电问题。其中,
2012 年如期完成 11.53 万户、49.37 万无电人
口通电任务。

国家电网公司实施城乡供电一体化，推
动城乡统筹发展。据统计，该公司实施农网
改造全面缩小城乡供电差距，完成农网工程
投资 807.4 亿元，农网供电可靠率 99.735%。
供电区域基本实现城乡用电同网同价，每年
减少农村居民生活用电支出440多亿元。

572万人用电问题获解决

2012 年家电业增速大幅放缓，但在一、二

级市场，基于更新换代需求的增长，高端产品比

重仍在持续提升，品质过硬、设计新颖、节能环

保的高端家电产品已经成为市场热点；而过去

低端当道的三、四级市场，在家电日益普及的情

况下，高端家电的消费能力也开始逐渐释放。

纵观家电市场，大容量、带有烘干功能的滚

筒洗衣机受到顾客的青睐；3D电视、云电视已经

成为市场的新宠；空调产品中，空气净化、节能省

电性能是消费者选购的首选项；冰箱功能方面，

制冷效果、语音提示被看重，留言写字板功能作

为未来智能冰箱的属性得到认可；小家电领域，

全自动咖啡机、机器人式吸尘器崭露头角，厨房

家电产品也在朝向人性化、嵌入式发展。

进入 2013 年，高端家电的发展仍然值得期

待。以高端冰箱为例，今年春节期间海信冰箱

零售量同比增长 33.3%，零售额同比增长更是

高达 79.9%，其中高端产品的占比提升明显，直

接带动了全产品线的销售。

有业内人士指出，市场稳定是高端家电发

展的基本特点之一。创新技术的不断涌现使得

高端家电能够维持市场份额的稳定甚至是增

长。从全球市场来看，即使在宏观经济出现较

大波动的时期，高端市场也基本保持稳定运行

的态势。同时，高端产品的利润相当可观，品牌

影响也较大，有助于企业名利双收。

因此，无论从家电消费升级趋势看，还是从

产业转型的角度看，高端家电市场都是国内外家

电厂商的“必争之地”。在这场争夺战中，国产品

牌早在几年前就开始未雨绸缪，并推出了一系列

符合市场需求的高端产品。像海尔推出了“宽带

无氟变频技术”的帝樽空调，旗下卡萨帝品牌推

出了内置Wifi控制模块的智能双温区酒柜，而格

力推出的物联网空调，使消费者可以通过手机远

程控制提前打开家中的空调。

质量上乘、设计时尚的高端家电也意味着

更高的零售价格。实际上，近年来，消费者对

于高端家电产品的价格敏感度已经下降，对高

端家电的预期价格有所提高。调查数据显示，

2010 年，23.3%的消费者认为高端家电应当

“价格高”，2012 年，提升至 38.5%。而中国家

电市场是一个充分竞争的市场，消费者对家电

消费日趋成熟和理性，消费者认同“一分钱一

分货”;另一方面，高端家电市场的竞争也不

是以价格取胜，而是要凸显物有所值。仅以抽

油烟机为例，对比2011年与2012年的调查结果，

消费者的预期价格中，5001-8000元价格段的比

重由22.5%升至28.2%。

从长远来看，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以

及居民收入水平的进一步提升，国内家电更

新换代消费商机巨大，中高端市场大有可挖

掘的潜力。家电行业企业应把握机遇，以前

瞻性的技术投入和高水平的技术改造推进行

业升级，着力突破制约产业升级的核心技术

和关键环节，形成能支撑下一个增长周期的

创新产品和高端产业，尽快实现质量效益型

发展。

高端市场成为家电业必争之地
常 理

中怡康对7290家门店

监测数据显示：2012年在

家电整体市场销售负增长

的背景之下，冰箱市场中

价格大于等于4000元的产

品零售额份额由 1 月的

40.2%升至12月的 50.6%；

洗衣机市场中价格大于等

于3000元的产品零售额份

额由 1 月的 35.2%提升至

12月的42.0%

“

近期公布的外贸数据显示，2012

年我国外贸依存度为 47%，较 2011 年

继续回落 3.1个百分点

47%
☞ 我国外贸依存度在经历了入世初期的快速上升后，

从 67%的历史高点开始逐步回落。2012 年我国外贸依存度已

降至 50%以下

☞ 随着调结构、转方式步伐的加快，我国经济增长有

望更多地转向内需驱动

近期公布的外贸数据显示，2012 年我国
外贸依存度为 47%，这是近 10 年以来我国外
贸依存度首次回落到 50%以下。

所谓外贸依存度，是指进出口总额与国内
生产总值的比值。它是评估与衡量开放程度
的主要指标之一，反映出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
济对国际市场的依赖程度。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外贸发展经历了几
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各个阶段的外贸依存度也
有着较大的差异。从总体上看，外贸依存度呈
现出“抛物线”式的发展态势——

上个世纪 80 年代，我国外贸依存度由
12.6%上升到 30%，10 年间提高约 17 个百分
点，这一时期外贸依存度的增长较快，与改革
开放初期我国外贸基数较低密切相关。

从 1990年到 2000年间，我国外贸依存度
上升到 39.6%，10 年间提高了约 10 个百分
点。这一阶段外贸依存度之所以增长平缓，一

方面是因为我国外贸受汇率调整、亚洲金融危
机等因素影响，另一方面也与这段时间我国外
贸增长的基础还不牢固有关。

加入世贸组织的前 5 年，是我国外贸依存
度上升最快的时期。2003 年我国外贸依存度
首次超过 50%达 51.9%，2006 年达历史高点
67%。这期间，我国外贸依存度几乎每年上升
8至9个百分点，上升速度之快为全球少见。

近年来，受世界经济增长乏力、外部需求
不振等因素影响，我国外贸增速呈现放缓态
势。与此同时，我国外贸依存度在经历了入世
初期的快速增加后，从 67%的历史高点开始逐
步回落，2011 年为 50.1%，2012 年再度回落
3.1个百分点，降到 50%以下。

那么，外贸依存度回落究竟是喜还是忧，
又该如何看待我国外贸依存度的回落？

北京大学一课题组曾对某外资玩具企业
的生产成本进行跟踪调研，结果发现其生产的

单个毛绒玩具，进口原料为 1 美元，物流及管
理费用为 65 美分，加工费为 35 美分，出口价
格为 2 美元。实际上，这款在美国市场售价
9.9 美元的玩具，其进出口总额约为 3 美元，进
入我国 GDP 统计部分的所得共计 1 美元，按
照外贸依存度定义计算，这意味着该产品的外
贸依存度高达 300%。

显然，规模偏大而附加值又偏低的加工贸
易，一定程度上推高了我国外贸依存度，专家
们因此呼吁“通过有效调控，降低高外贸依存
度潜在经济风险”的提法不无道理。从这个意
义上看，外贸依存度的逐步回落也并非坏事。
值得一提的是，在去年外贸依存度中，进、出口
依存度分别为 22.1%和 24.9%，双双出现回
落，这表明多年调结构、转方式的努力正积极
释放出正能量，助推我国经济增长从外需拉动
转向内需驱动。

需要关注的是，我国外贸依存度在平稳回

落的同时，净出口对国民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
正进一步显现。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初步数
据，2012 年我国 GDP 净增加 4.78 万亿元，同
期外贸顺差增加 4609 亿元，按照 GDP 支出法

（GDP=最终消费+资本形成总额+净出口）计
算，据海关总署的口径，2012 年我国外贸净出
口 即 顺 差 增 加 对 GDP 增 长 的 贡 献 率 为
9.6%。平稳增长的对外贸易为实现国民经济
增长目标作出了贡献。

当前，我国外贸增速虽有所放缓，但外贸
的总体规模仍在持续增长，外贸体量的增加大
幅提升了我国的综合实力。不过，我国仍处于
国际产业分工体系的中低端，比较优势仍主要
集中在劳动密集型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的劳
动密集型环节，这表明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依然存在较大的潜力空间。随着调结构、转方
式步伐的加快，我国经济增长有望更多地转向
内需驱动，外贸依存度未来或将进一步降低。

我国外贸依存度或将进一步降低
本报记者 顾 阳

2012 年 ，纺 织
服装业生产订单向
大企业集中的趋势
明显。商务部数据
显 示 ，全 国 出 口 前
20 位 的 服 装 企 业
2012 年 前 11 月 出

口总额增速达 33.6%，高于服装行业出口平均
增速 30.2个百分点。

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将之视为纺织产业
结构调整取得的新进展。在纺织服装整体出
口尚未回暖的情况下，大企业牢牢吸引订单，
数量众多的中小企业又该如何谋生？集中度
提高会不会带来行业的两极分化？

“强者愈强”态势显现
大企业一边聚拢资源，一边吸引订

单，“强者愈强”态势显现

春节过后，福建、浙江、广东的纺织服装
企业用工便呈现两种情况：大企业员工到岗
率 80%以上，小企业的返厂率不到 50%。对
用工大户纺织业来说，上述现象多少反映出
包括劳动力在内的优势资源正向大企业集中
的现实。

纺织服装业曾长期存在“二元结构”：大企
业数量少、影响力弱；中小企业数量占绝对优
势，但竞争力不强。按照纺织工业调整和振兴
规划的要求，行业要加快淘汰落后产能以及优
势骨干企业的兼并重组。近年来，国内纺织服
装行业集中度逐渐上升，龙头企业凭借其资
金、规模、客户优势和抗风险能力获得较行业
平均水平更高的增长速度。

数据显示，2012 年，服装全行业出口额为
1601.55 亿美元，规模以上企业出口额占服装
全行业企业出口额的比重为 45.37%，较上年
增加 9.32 个百分点。由此可见，服装产业集
中度有明显提高。

“业内自主品牌正在不断成长、成熟，走品
牌和科技之路的大企业将成为未来行业转型
升级的重要支撑力量。”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
会长王天凯表示，品牌效应及产品创新是大型
企业效益上佳的主要原因。雅戈尔、波司登、
杉杉等在内服装品牌已拥有相当的知名度和
消费忠诚度。同时，家纺近些年提升速度很
快，功能性和差异化产品的推出层出不穷。“如
果再加上到位的服务、准确的定位、持续的人
才培养以及供应链的有效整合，有理由相信，
将在更多领域出现一批龙头骨干企业。”

“谁的创新能力强，谁的反应速度快，谁的
产品调整的及时，谁就有更多机会。”不少企业
家认为，在外需低迷、成本高企的情况下，企业
抵御风险能力的高低，主要取决于产品结构和
商业模式是否具有竞争力，奔着“做强”的目
标，持续创新成为更多大企业的主动选择。

中小企业面临考验
中小企业利润空间被压缩，低端代工

举步维艰，亟待摆脱“弱者愈弱”局面

当前，国内纺织服装中小企业普遍为订单
锐减而困扰。当全行业都面临原材料及劳动
力成本升高、人民币升值、融资难等考验时，中
小企业的日子更不好过。“中小企业里大多是
没有自有品牌和核心技术的 OEM 代工企业，
面对成本压力，这些企业涨价在所难免，但为
了保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提价幅度其实远
低于成本的上升幅度。”一位代工企业市场负
责人告诉记者，高成本加上低利润“瞬间秒杀”
小企业。比如，原料中纱线、面料等都在提价，
纺企订单报价就会普遍上调，个别产品提价幅
度更高。然而，采购商却未必肯对提价买账，一

些客户开始缩减采购量，部分低端商品则转移
至东南亚等低成本地区采购。成本普升，再加
上订单减少，中小企业难以支撑，部分企业徘徊
在减、停产边缘。

相关业内人士认为，未来能在国际市场生
存的纺织服装企业需要具备两个条件：一个是
平均利润可确保超过5%；另一个是议价能力较
强，可以通过提价来转嫁成本增加的压力。

找准定位协作发展
品牌运作的大企业与中小加工企业

展开协作，有利于形成合理的产业格局

面对中小企业占主体、90%以上企业生产
中低端贴牌产品的现实，在产业结构继续调整
的背景下，纺织服装业会否上演“强者愈强，弱
者出局”的洗牌局面？

“产业资源的确正加速向大企业流动，但中
小企业并不是毫无机会、无路可走。”业内专家
表示，从曾经的战略趋同到如今看重差异化竞
争，一定数量的中小企业正在谋求生存空间，
江苏红豆和广东以纯便是很好的例子。中国纺
织工业联合会会长王天凯告诉记者，以来自江
苏的服装品牌红豆为例，这家企业的运营，带
动了业内460多家中小企业发展；来自广东的
品牌以纯，也有成百上千家企业为它做配套。

品牌运作的纺织服装大企业与从事加工为
主的中小纺织服装企业各司其职或许正是渐趋
合理的产业格局。“可以说，大企业为中小企业
提供生存发展空间，中小企业为大企业做大做
强提供支持，正是来自上下游企业的共同协作，
才有整个产业的平衡与和谐。”王天凯表示，对
于占行业主体的中小企业来说，若要摆脱困境，
做专、做精、做实是努力方向。同时，来自中国
纺织工业联合会的信息表明，周边国家和地区
的经济环境以及劳动力素质、产业链配套等条
件尚不足以大规模承接我国纺织业的转移，国
内广大中小纺织服装企业仍有机会。

订单流向显示纺织服装业集中度上升，市场洗牌潮袭来

服装业发展需要“大手牵小手”
本报记者 暴媛媛

点评：服务外包是指机构将原本由内部

完成的非核心业务剥离出来外包给外部专业

服务提供商，并能借助信息技术和现代通信

手段进行交付的经济活动。国际服务外包产

业作为智力密集型现代服务业，具有低能耗、

低污染、高附加值、高成长性等特点，是我国

大力发展的产业。

近年来，受益于新一轮的国际产业转移，

我国服务外包产业发展迅速。2011 年，我国

承接国际（离岸）服务外包执行金额达 238.3

亿美元，同比增长 65%。2012 年，我国承接国

际服务外包合同金额 438.5 亿美元，同比增长

34.4% ，执 行 金 额 336.4 亿 美 元 ，同 比 增 长

41.1%。随着业务规模的日益扩大，服务外包

产业实力增强，产业水平提高，品牌效应显

现。截至 2012 年底，我国共有服务外包企业

21159 家，从业人员 428.9 万人，其中大学(含

大专)以上学历 291 万人，占总数的 67.8%。

一批营业额超亿美元、员工数超万人的服务

外包领军企业涌现出来。

当前，国际竞争更加激烈，我国服务外包业

前行之路并不平坦。总体而言，我国国际服务

外包产业尚处于起步成长阶段，产业分工处于

国际产业链相对低端，产业国际话语权依然偏

弱，与服务外包强国差距依然明显。为了实现

国际服务外包产业发展质量的提升，我国已经

出台《中国国际服务外包产业发展规划纲要》。

按照规划纲要确定的目标，2015年承接离岸外

包业务执行额达850亿美元，占我国服务贸易出

口额比重达28%。同时，离岸外包业务全球市场

份额加速增长，产业国际化程度全面加深，“中

国服务”品牌得到全球高度认知，产业全球影响

力不断增强。由此视之，服务外包业拥有良好

的市场机遇与政策机遇，成长空间巨大，而加速

实现由大到强转变，则是服务外包业乘势而上

赢得发展的必然选择。 文/周 雷

本报讯 记者刘瑾报道：据中国电力企
业联合会信息，截止到 2012 年底，在全国可
再生能源发电中，水电装机 24890万千瓦，同
比增长 6.8%；风电并网容量 6083 万千瓦，同
比增长 31.6%；太阳能发电并网容量 328 万
千瓦，同比增长 47.8%。

2012 年，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达到
3.13 亿千瓦，同比提高 11.22%；全国共消纳
可再生能源电量 9680 亿千瓦时，同比提高
30.32%，占总发电量比例较上年同期增加
3.75个百分点。

去年风电并网容量增长 31.6%

本报讯 由新华都商学院、哥伦比亚大
学资本主义与社会研究中心、北京大学战略
研究所联合主办，《北大商业评论》杂志社承
办的首届诺贝尔奖经济学家中国峰会日前在
京举行，会上发布了国家中长期创新能力指
数研究报告。

据项目负责人、新华都商学院理事长何
志毅介绍，国家中长期创新能力指数研究课
题组统计研究了 20 个国家，以技术、商业、
理论等为指标，每个指标都包括活力、基础、
创新、成果四个方面。研究报告显示，创新
能力指数排名情况为英国第 1，美国第 2，中
国第 11。 （房信子）

创新能力指数中国排名第 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