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供求紧张、外糖涨价以及炒作资金的介
入共同推高了糖价，预计短期内糖价仍有可
能再创新高

◆导报记者 吴淑娟 济南报道

“上半年我省 90.5%的制造业企业销售收
入正增长，九成以上企业预计全年主导产品产
销量将继续保持稳定增长。 ”山东省经信委对
100家机械装备和零部件制造企业发出的抽样
调查显示，尽管普遍遭遇了需求降低、成本压
力、融资难等问题，多数企业对下半年形势持
乐观态度，认为国内经济发展长期向好的趋势
没有改变，随着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实施效果的
逐步显现，对企业生产经营积极的因素将逐步
增多。

5家车企销售收入下降

据山东省经信委装备产业处处长李英峰介
绍，该处 6月底向 100家机械装备和零部件制造
企业发出了《关于对全省装备制造企业生产经
营形势进行抽样调查的通知》， 共收到 84户企
业的答卷，基本覆盖装备产业各个产品领域和各
种规模企业。 回收问卷的 84户企业中，38户企
业资产总额超过 10 亿元，5 亿 -10 亿元的 14
户，3亿 -5亿元的 12户，低于 3亿元的企业 20
户。 其中，工程机械及矿山设备行业企业 16户，
电力与能源设备行业 13户， 通用机械及专用设
备行业 14户，汽车及零部件行业 17户，石油装
备行业 5户，机床行业 12户，农机行业 8户。
“从调查的情况看，虽然上半年受国家宏

观调控政策及原材料、燃油、劳动力等生产要素
价格上涨影响，制造业企业生产经营压力增大，
但总体继续保持了较好的发展势头。 ”李英峰
告诉经济导报记者。

调查显示，1-6 月份，84 户企业合计完成
产品销售收入 853亿元，同比增长 20.6%，完成
利税 67.4亿元，增长 9.4%,实现利润 50.6亿元，
增长 17.1%。 其中 90.5%的企业销售收入正增
长， 只有 8 户企业同比下降， 占企业总数的
9.5%，其中汽车生产企业 5户。

对于下半年经济形势，84 户企业中有 76
户企业（占九成）预计，全年主导产品产销量将
继续保持稳定增长，其中 25户企业预测今年生
产经营总体趋势呈快速增长（20%以上）态势，
34户企业预测平稳较快增长（10%-20%），17
户企业预测低速增长（10%左右）。

新项目投产成拉动业绩主因

导报记者了解到，制造业企业普遍担心，人
民币升值会导致企业产品出口利润下降、 竞争
力降低， 央行连续上调银行准备金率会造成融
资成本增加。 数据显示，84户企业中有 70户企
业需要增加流动资金贷款，70户企业需增加流
动贷款 10.72亿元。
“制约企业加快发展的不利因素依然较多，

主要是人民币升值加快， 欧洲债务危机及美国
债务问题的持续发酵，致使国际环境复杂多变，
对企业出口形成一定压力； 国内通胀短时间内
难以解决，能源、原材料价格居高不下，资金、劳
动力供应偏紧等。 ”李英峰透露。 据介绍，对今
年下半年国内生产经营环境和形势，51户企业
预判国内生产经营环境和形势平稳向好； 对下
半年国际市场需求环境，80%以上的企业认为
总体稳定向好； 对于今年拉动生产经营的主要
因素，49户企业认为是新项目投产，43户企业
认为是原有产能扩大，43户企业认为是结构调
整，8户企业认为是产品价格上涨，3户企业认
为是兼并重组。

◆导报记者 刘勇 章丘报道

“五花肉每斤便宜了 0.6元，小
里脊每斤便宜了 0.8元。 ”27日，济
南市民刘先生在菜市场买肉时，肉
贩这样对他说。 经过连续几个月的
上涨之后，生猪和猪肉的价格出现
了小幅下滑。 经济导报记者在采访
中了解到，尽管肉价出现了小幅回
落，但未来一段时间内仍将高位运
行，到明年 4月份左右，猪肉价格有
望下降到正常范围。

肉价小幅下滑

“近两个星期，肉价出现了小
幅下降， 销量也有所回升。 ”28
日， 在济南市七里堡市场从事猪
肉批发的王强在电话中说，“下降
的幅度不大，两个星期便宜了 1元
钱左右。 ”

山东省畜牧局发布的山东省第
29周（7月 18日 -7月 24日）畜产
品市场行情分析数据也佐证了王强
的说法。山东省畜牧兽医信息中心对
全省 25个集贸市场价格定点监测数
据显示， 该周活猪 18.38元 /公斤，
环比下降 4.67%，同比上涨 52.15%；
猪肉价格为 30.10元 /公斤， 环比
下降 2.11%，同比上涨 61.74%。猪粮

比价达到 7.76∶1， 较上周 8.24∶1
降低了 5.83%，比去年同期 6.07∶1
上涨了 27.84%。

章丘市景磊养猪场经理景磊
告诉导报记者，现在生猪价格每斤
跌到了 9元左右，比半个月之前便
宜了近 1元。 而成猪价格的下跌，
也拉低了仔猪市价，进而带动了仔
猪销售。

统计数据显示，我省仔猪价格
为 27.33 元 / 公斤 ， 环比下降
2.08%，比去年同期上涨 113.18%。

对于猪肉价格下滑的主要原
因，王强和景磊给出了不同的原因。
王强认为，主要是受到了国家宏观
政策的影响，市场作出积极反应，一
直惜售的养猪户，近期纷纷出栏生
猪，生猪收购价格应声下跌。

而景磊认为，国家补贴到位和
国家启动了储备肉制度促成了此次
肉价下滑。

猪贩子张劲松的话也验证了上
述说法。 “现在收猪比以前容易一
点了，因为价格出现了下降，一些养
猪场甚至将还差几天才出栏的猪都
卖给我了，还有一些养猪场的负责
人主动打电话让我收货。 ”

导报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生
猪养殖效益的蹿高又带来养殖户
的补栏热潮，此前不少已经放弃养

猪的散户又加入了养猪大军。 章丘
市埠村镇埠东村养猪户张守华就
是其中一员。 “我现在又开始养猪
了，60多头。 ”据张守华介绍，他们
村原本放弃养猪的村民现在又都
开始养猪了。

章丘市誉鑫种猪场的负责人李
廷明告诉导报记者，今年他们的收
入大幅上涨。“今年上半年种猪销
售非常火爆，与去年同期相比，销量
翻番了。 ”

未来仍将高位运行

尽管出现了下滑，但猪肉的价
格仍然高高在上。 农业部部长韩
长赋日前表示，生猪存栏连续 4个
月增长， 预期下半年生猪出栏会
逐月增加，但还会低于去年同期，
价格仍会高位运行， 但不会再有
很大上涨。

持有同样意见的还有景磊，他
认为肉价下降可能是暂时的。“生
猪生产是有周期的，从目前来看，生
猪短缺的现象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得
到解决。 ”

山东省畜牧协会生猪产销分会
专家组组长周玉晓接受导报记者采
访时表示，尽管猪肉的价格出现下
滑，但随着中秋的临近，会引发一波

销售潮，因此价格还会出现小幅回
升。“中秋过后，预计肉价会有所回
落。 回落幅度还得看后期生猪出栏
情况。 ”

周玉晓认为， 这主要与生猪
补栏数的逐渐增加和消费淡季的
到来有关。 他预计，即使政府不干
预，下半年肉价也会逐渐回落。 不
过， 生猪收购价不会低于每斤 8
元钱。

中国生猪预警网首席顾问冯永
辉对导报记者表示，此次肉价下降
主要是受政策调控的刺激，政策下
压了涨幅，但由于肉价仍处在高位，
目前下降幅度有限。据冯永辉预计，
猪肉价格会在 10月份以前出现回
调态势，11月份以后可能会出现新
一轮反弹，而到了明年春节期间，也
就是 2012年二三月份左右才会出
现实质意义上的拐点。

山东省畜牧局发布的山东省第
29周畜产品市场行情分析报告也
显示，因为 1-2月份猪仔的成猪上
市量正逐渐减少， 所以 7月下旬至
8月份市场上的猪肉价格还会高位
运行，价格不会出现明显下降。 随
着 9、10月份新猪上市，猪肉价格将
会出现小幅下降。 但猪肉价格要想
下降到正常范围，应该要等到明年
4月份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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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出现小幅回落，但生猪短缺仍在持续

明年初肉价或现真正“拐点”

84户制造企业问卷中坦露心声

九成企业看好下半年

◆导报记者 邵好 济南报道

受供给偏紧和需求旺盛的双重
影响，“糖高宗”卷土重来。 本周郑
州商品交易所白糖期货多次刷新历
史高点，28日，主力 1201合约更是
一度冲至 7510元以上。自今年 5月
底白糖价格反弹以来， 至今涨幅已
约 20%。

对此， 卓创资讯白糖分析师王
宝东接受经济导报记者采访时表
示，供求紧张、外糖涨价以及炒作资
金的介入共同推高了糖价， 预计短
期内糖价仍有可能再创新高。

供求紧张

“糖价上涨的关键在于供求不
平衡。 ”王宝东告诉导报记者，上个
榨季， 全国食糖减产， 产量仅达到
1045万吨。 但是今年国内需求量约
为 1350万吨，排除今年的进口食糖
配额 194.5万吨， 国内食糖供需仍
有 100多万吨的缺口， 食糖供需情
况略显吃紧。
“往年这个时候，糖价都会有一

轮上涨行情， 只是没想到今年会上
涨如此大的幅度。 ”王宝东说。目前
正值中秋、 国庆含糖食品销售旺季
前夕， 中间商和终端用糖企业正在
加紧备货。 然而因巴西糖运输困难，
迟迟不到港， 国内食糖供需面临大
幅短缺的状况。 近期国际糖价已经
有效突破 8500元 /吨的价位，在巴
西食糖供给出问题的背景下， 外糖
仍将带动内糖攀上新的价位高峰。

值得关注的是，就在本月 6日，
国储糖刚刚完成 2010/2011榨季以
来的第 6次抛售， 而市场价格并没
有因此而有所回落，反而出现了“越
抛越涨”的局面。 据了解，国储糖此
次向市场放糖 25万吨，成交均价约
7357元 /吨，高于当天现货价格，达
到过去近两年来 14次抛储的第二
高位， 仅次于今年 2月 28日 7423
元 /吨的抛储价。

据了解，抛储之前，郑糖主力合
约 1201在 7000点以下徘徊， 略显
冲高乏力。而抛储之后，郑糖走势强
劲，28日报收于 7458元。

国储糖调控“乏力”

“由于自身储备有限，国储糖
暂时也没有通过大量抛储平抑市场

价格的能力。 ”王宝东说，国储糖目
前只有 50万吨左右的库存，而这些
储备糖还有部分是原糖， 加工成白
糖还需要时间， 因此短时间内难以
供给市场。

“如果想有效抑制糖价上涨，
国储糖每个月的抛储量大约应在
40万吨的规模， 而现在只有 25万
吨，显然难以满足市场需求。 ”王宝
东强调， 国储糖的储备大部分来自
外糖，巴西的运输出现问题，也使得
国储糖“心有余而力不足”。

王宝东同时表示， 糖价短时间
内大幅上涨， 不排除有资金炒作的
可能。“毕竟白糖是个小品种，而且
有消息面的支撑， 很容易受到资金
的青睐。 ”王宝东说。 对此，某私募
人士也表示， 当前期货市场多家多

头具有现货背景，“有货有钱”，
“不排除垄断可能”。

“较高的通货膨胀率，加上股
市、债市表现不佳，资金缺乏合适的
投资项目， 而白糖在短期内有上涨
的趋势，炒作资金介入不足为奇。 ”
王宝东说。

糖企受益 下游承压

对于高糖价是否会影响下游用
糖企业， 王宝东表示可能性不大。
“碳酸、 果汁和乳制品是白糖的三
大用途， 而这些厂商一般都有较好
的成本控制能力， 糖价上涨对其成
本的影响完全可以控制。不过，也不
排除下游企业借此机会上调终端产
品价格。 ”

如果说糖价上涨“挤压”下
游企业的利润， 那么对于制糖企
业，糖价上涨则是一个利好消息。
数据显示，南宁糖业（000911）自
6 月下旬以来累计涨幅接近 15%，
贵糖股份（000833）同期涨幅也超
过了 10%，其余的“糖股”涨幅都
在 10%以内， 而同期上证指数涨
幅仅为 5%。

面对高糖价， 糖企采用的普遍
措施就是囤积惜售，其中，南宁糖业
表现得最为明显。今年一季度末，南
宁糖业存货量大幅增长， 公司截至
第一季度末的存货高达 13.05 亿
元，较去年末增加 357.54%，与去年
同期相比也增加了 276.88%， 显示
出其对今年糖价走势比较乐观，惜
售待涨。 贵糖股份第一季度末公司
的存货量也比今年年初增加了 1.5
亿元。

南宁糖业已公布上半年的业绩
预告， 预计上半年净利润将达到
1.29亿 -1.58亿元， 较上年同期增
长 80%-120%。

短期或破“8000元”关口

“中期来看，糖价仍然存在上
涨的可能， 如果没有较大外部因素
影响， 这轮上涨很有可能持续到明
年 3月份，即用糖淡季的到来。 ”王
宝东说。

“随着第三季度末进口糖陆续
到港，国内供应将略有改善，糖价或
将小幅回落。 不过总体上，国内全年
食糖供需偏紧的态势得到根本改观，
长期糖价仍有望突破 8000元 /吨。”
王宝东说。

这一观点得到了不少市场人
士的认同，金元期货分析称，今年
下半年，随着市场对巴西减产预期
的逐步消化，郑糖后期借助原糖继
续上涨的概率降低，更倾向于回归
国内食糖供需面以及宏观环境主
导，国内糖市可能走出前高后低的
行情。

据尚普咨询发布的《2010-2013
年中国棉白糖市场分析调查报告》
显示：短期看，我国白糖期货价格
在大幅上涨之后可能会有小幅的
调整， 但供需基本面不会有太大
的改变，长期来看，白糖仍处于上
升通道中。 目前，虽然国际白糖价
格已调整数日， 但上升趋势依旧
存在。

供求紧张 资金炒作

“糖高宗”强势回归
中国机械 500强发布

潍柴跻身前七
导报讯（记者 孙秀红）由中国机械工业

企业管理协会主办的 2011 年《中国机械 500
强研究报告》暨《世界机械 500 强》发布会
26 日在北京举行。 潍柴凭借 911 亿元的销售
收入位居中国机械 500 强第 7 位， 在同时发
布的中国机械 500 大中排名第 8 位， 世界机
械 500 强排名第 108 位， 中国机械品牌 100
强排名第 14 位， 各项排名在同行业均位列
首位。

此次《中国机械 500强研究报告》依然采
用世界企业实验室（Worldd Companyd Lab）
按国际惯例设计的企业竞争力评测模型
（CVA），对企业的销售收入、利润总额、资产
利润率、增长率等数据，结合行业差异、声望指
数等因素进行综合分析评测。 中国机械工业企
业管理协会理事长孙伯淮发布报告说， 共有来
自包括通用设备制造、交通运输设备制造、电器
机械及器材制造、 金属制品等 7个行业的 500
家企业入选。

据了解，此次发布活动已经是第九届。经过
连续几年的品牌积累， 中国机械 500强已经得
到了社会各界和企业的广泛认同和积极参与，
具有较大的影响力和权威性。

日本松下将向海尔
出售三洋白电业务

据新华社电 日本松下公司将
向中国家电巨头海尔集团出售子公
司三洋电机洗衣机和冰箱业务。 这
是中国企业首次收购日本大企业主
营业务。

据报道， 松下公司此举旨在解
决其国内业务重复问题。 三洋和海
尔将在近期就相关事宜达成协议后
正式发布消息， 此次收购有望在今
年年内完成。 海尔此次收购对象包
括三洋公司在日本及东南亚开展的
洗衣机及冰箱业务以及研发、 生产
和销售网点等。 交易金额约为 １００
亿日元（约合 １．２８亿美元），约 ２０００
名三洋员工中的大部分也将转为海
尔员工。 （马兴华 何德功）

上半年交通基础设施建设
投资增速趋缓

据新华社电 今年上半年交通
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仍然增长， 但已
有迹象表明， 由于国内外经济环境
的变化， 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
公路建设投资增速趋缓， 新开工项
目资金到位率偏低。

这是交通运输部新闻发言人何
建中 ２８日在此间举行的新闻发布
会上介绍的。今年上半年，公路水路
交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 ５８５３亿元，
虽然同比增长 １５．５％， 但环比却减
少了 ５．９％。 （林红梅）

我国光电发电单位成本
降至原来一半

导报讯 中国工程院院士 、
清华大学教授金涌日前表示，随
着切片、储能等新技术的发展，风
能、 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的发电
成本不断下降，发展前景看好。

金涌在 “第二届中国城市科学
发展高层论坛”上说，我国风能发展
很快，2010年风电装机容量增加了
18.9吉瓦，全球排名第一；累计装机
44.73吉瓦，也是全球排名第一。 如
此高速发展缘于“风电技术过关，成
本也接近过关”。

金涌说， 我国光电产能每年翻
一番，成本在下降。原来 1千瓦光电
发电成本约为 4万元人民币， 目前
已降到 2万元以下。 （李禾）

智能电网建设
产业合作步伐加快

导报讯 国家能源智能电网
（上海）研发中心学术委员会暨产业
联盟日前在上海交通大学成立，同
时，该产业联盟还与 16家电力行业
龙头企业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成立
联合研发中心， 这意味着我国智能
电网建设加快了产业合作步伐。

此次新成立的国家能源智能电
网（上海）研发中心学术委员会，由国
内智能电网界著名的学者组成，涉及
电力系统、电力电子、电机、高电压等
多个学科，它使国家级智能电网研发
中心有了“智囊团”。 （中关）

2012年国内石油储备
将达 2.74亿桶

导报讯 随着第二期国家石油
战略储备工程的推进， 八大战略基
地浮出水面。 分析人士预计，2012
年二期工程完工， 届时国内石油储
量将达 2.74亿桶。

目前中国原油对外依存度已经
超过 50%，且仍将不断增加，有分
析认为，“十二五” 末我国石油的战
略储备将超过 60%。

据悉， 国家二期石油储备项目
已全面开工，分别位于广东湛江、惠
州、甘肃兰州、江苏金坛、辽宁锦州、
天津、 新疆独山子和鄯善， 预计
2012年完成。 此前的 2008年一期
项目四大基地已全部建成， 总容量
1640万立方米，分别位于浙江舟山
和镇海、辽宁大连及山东黄岛。目前
三期项目也正在规划中。

（张一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