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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两月近千亿省外资金“入皖”
星报讯（记者 丁林） 市场星报记者昨

日从省合作办获悉，1～2月份，全省1亿元以

上在建省外投资项目3804个，实际到位资金

956.7亿元，增长12.7%。

受经济下行压力较大、区域竞争激烈、春

节假期等因素影响，1～2月份我省利用省外

资金增速明显放缓，低于去年同期10.9个百

分点。各市增幅呈现不平衡态势，9个市同比

增长高于全省平均水平，其中芜湖、亳州、阜

阳、安庆、宿州5市仍保持较快增长，同比增

幅高于20%；淮北、淮南、马鞍山、宣城、铜陵、

黄山等6市同比出现负增长。

合肥市2月出口大幅提升
星报讯（星级记者 张华玮） 市场星报

记者从合肥海关获悉，前两个月合肥市对外

进出口总值达198.6亿元，1月进出口较为均

衡，2月出口则呈现大幅提升。

据海关统计，今年1月，该市对外进出口

总值110.8亿元，同比增长5.1%，占全省总值

的 48.5%。其中，对外进口 44.7 亿元，增长

5.9%；出口66.1亿元，增长4.6%。数据显示，

1月份合肥出口加工区实现进出口值26.5亿

元，同比增长六成以上，成为拉动该市外贸进

出口的主要力量。特别是联宝电子两大物流

配套商新宁物流和海晨仓储分别进口11.1亿

元和7.4亿元，增长1005%和79.9%。出口方

面，除联宝电子外，江淮汽车、华文国际和晶

澳太阳能也均实现较快增长。

2月，合肥市出口呈现爆发式增长。据统

计，2 月该市出口总值60.7 亿元，同比增长

59.2%，高出全省平均水平1.2个百分点。以

联宝电子、京东方光电为代表的11家企业单

月出口值超1亿元，且同比均实现不同幅度增

长。机电产品、高新技术产品等仍是主要出口

商品。进口方面则出现较大下降，2月该市对

外进口总值27.1亿元，同比下降40.9%。据合

肥海关工作人员分析，受春节假期影响，外贸

企业一般选择“节前抢时出口”、“节后再行进

口”的习惯，导致该市2月外贸顺差明显。

国外生鲜食品可一天“到手”
星报讯（星级记者 张华玮） 天猫17日

宣布，全球70多个国家的生鲜食品陆续在天

猫首发，配送服务已实现包括新疆在内的全

国301个城市，安徽多数城市位列其中。而

在天猫超市每日鲜的一单上海同城配送的鸡

蛋交易中，甚至出现3小时送抵生鲜包裹的

极致速度案例。

生鲜商品是非标商品，有明显的季节性

特点，因此其配送能力成为衡量一个电商平

台物流水平的标杆。天猫最大限度的缩短供

应链的时间，对于季节性的商品采用C2B预

售的模式，为消费者提供最新鲜的商品。同时

依托菜鸟，天猫不断拓展生鲜配送的广度和深

度。菜鸟网络生鲜物流负责人陈涛表示，“天

猫生鲜物流配送范围可达全国301个城市，主

要覆盖一二线城市和部分三线城市，包括新疆

等偏远地区目前也开通了配送。”

在配送速度上，天猫生鲜可实现覆盖全国

246个城市的24小时送抵，这也就意味着，安

徽的很多消费者，1天之内就能拿到来自国外

生鲜食品。天猫生鲜负责人董帅介绍，天猫

在与全球最主要的水果、水产产地进行了业

务对接，锁定优质货源，通过电商的供应链优

势，率先将当季好商品及时送到顾客手中。

董帅透露，“未来，伴随着冷链物流的发展，喵

鲜生商品种类将更为丰富、全国可送抵服务范

围将进一步扩大，继续创造生鲜电商极限速

度，打造国内最大的在线生鲜平台。”

夏涛认为，自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近

十年来茶产业在各级政府、茶企、茶农的共

同努力下，进入了快速发展时期，尤其是面

积和产量不断提升。然而，随着经济进入

“新常态”，茶产业也进入“新常态”时期。

新时期，茶产业需要走出追求面积和

产量的老路子，通过减速、提质、增效的新

步伐促进产业良性可持续发展。

夏涛表示，近两年来，天价茶、礼品茶

等，受政策规定影响出现滞销，导致相对的

产能过剩，但仍有不少茶农在追求提高种

植面积和产量。而在市场不景气时，盲目

提速增产只会让茶产业“伤得”更重，减速

才是理智之举。

另一方面，夏涛认为，很多茶园现在已经

进入衰退期，生产商可以通过换种改园等方

式来培育新的茶叶品种，以提高单位茶园的

产值。同时，也可借助换种改园的契机，对茶

园进行规模化、规范化和标准化的建设，最终

使得茶产业完全适应“新常态”发展。

皖茶：“百亿梦想”何时实现？
专家称，茶产业进入“新常态”，需减速提质增效

安徽自古就名茶好茶迭出，在中国十
大名茶之中，出自安徽的茶叶就占了三
成。随口叫来便有太平猴魁、祁门红茶、六
安瓜片、岳西翠兰、霍山黄芽、桐城小花等
等。然而，近年来，皖茶的产值、产量等都
有所增长，但与周边产茶省份相比差距仍
不小，在全国的竞争位次也大不如前。

皖产的“百亿梦想”何时实现？

陈亚俊 记者 董艳芬 丁林

2014年，皖茶在品牌创建上，小有成

就。去年，市场星报记者了解到，已有雾里

青、老竹铺、新安源、猴坑、谢裕大、霍山黄

芽、润思、六百里、良奇、岳西翠兰、松萝等

12个商标获中国驰名商标。谢裕大茶叶

公司、黄山市猴坑茶业公司、安徽天方茶业

（集团）公司“雾里青”、安徽国润茶业公司

“国润茶业”、池州市霄坑村龙袭山庄茶业

公司“龙袭山庄”、池州市安池茶叶公司“安

池祁红”、安徽天赋生物科技公司“司空山

禅茶”、泾县涌溪火青茶叶有限公司（“涌

溪”）、泾县其华涌溪火青茶业有限公司

（“涌溪火青”）获“安徽老字号”称号。

同时，安徽茶叶进出口公司、安徽省六

安瓜片茶业股份公司、黄山市新安源有机

茶开发公司等17个企业入选2014全国茶

叶百强企业。

然而，在对安徽茶产业颇有研究的蒋

楠看来，安徽的茶要想走出去，还是要打文

化牌，要和徽州文化紧密结合，在茶商的营

销方式、服务意识上还需要跟上浙江、福建

等地的茶商。

出口品种仍以低档为主

市场星报记者了解到，我省茶叶出口

的主要市场仍是非洲和中东地区，其中以

摩洛哥、多哥、阿尔及利亚等为主。究其

原因，一是因为当地居民有饮茶习俗，同

时，他们对茶的品质要求并不高。而由于

欧洲人的口味原因，我省茶叶出口欧盟相

对较少。

在安徽大学经济学院陈芳老师看来，

安徽茶叶出口的品种比较单一，渐渐地，

在国际市场上面临的压力越来越大。虽

然，安徽茶叶的价格处于涨势，但在国际

范围看，总体价格尚不算高，产品的附加

值较低。

而省统计局在早前公布的安徽茶叶生

产的一则报告中称，皖茶加工延伸不够，效

益不佳，茶叶生产的附加值较低。另一方

面，报告指出，安徽茶叶品牌历史虽然久

远，但长期以来管理宣传不够，开发不足，

品牌认知度不高，认同度不强。

上世纪90年代还排名全国前三位的皖

茶，近年来，在全国的位次出现下滑。省统

计局早前的统计显示，皖茶茶叶面积和产

量在全国降为第七位，产量与福建、云南等

省份相比，增长也处于较慢区间。

早在2012年初，省政府就出台了关于

加强茶叶品牌建设进一步做大做强茶产业

的意见，划定了这样的目标：力争“十二五”

末，全省茶叶一产产值在2011年的基础上

翻一番，达100亿元以上，综合产值达300

亿元；全省茶农人均茶叶收入翻一番，茶产

业在全国的位次提升。

这一规划被称为皖茶的“百亿梦想”。

根据这个规划，到今年，我省要培育1个年

销售收入超10亿元、3个超5亿元、10个超

亿元的茶业龙头企业，培育2个茶业龙头企

业上市，2个茶业品牌获得中国驰名商标。

不过，从省农委公布皖茶去年“年报”

可以看出：去年，安徽茶叶面积达235万亩，

产量10.9万吨，一产产值76亿元，比上年增

长10%。而按照此增速，皖茶的“百亿”目

标或难以实现。

电子商务的便利渗入茶产业。去年，

我省在全国农业系统率先推出了“农产品

电子商务示范工程”，茶叶等农产品网络交

易因此“风生水起”。

据统计，去年，全省上百家涉茶企业和

一大批茶叶合作社开展了网上销售，交易

额达7.6亿多元。其中，黄山市40多家茶企

入驻天猫、淘宝、阿里巴巴等电子商城，农

产品电商销售额达 3 亿多元，同比增加

30%。霍山县抱儿钟秀、汉唐清茗等10多

家公司实现网上销售超亿元。

越来越多的茶企，希望登上资本市场。

市场星报记者了解到，猴坑、一笑堂等知名

企业在几年前纷纷提出抢登创业板的计

划。谢裕大的上市之路上走得最快。

谢裕大茶叶股份有限公司于2014年1

月24日成功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

统”挂牌上市，成为上市茶企第一家。同时，

谢裕大红茶也瞄准了迅速崛起的商品现货市

场，去年8月，在渤海商品交易所挂牌上市。

茶企欲踏入资本殿堂，省茶叶行业协

会副会长朱飞鸣曾表示，农副产品的利润

空间有限，名茶的生产成本又比较高，加上

门店扩张，如何用规模带动效益，加大资源

整合力度，是上市前后我省茶企需要思考

的核心问题。

17家企业入选全国茶叶百强

【成绩】

【尴尬】

【展望】 “百亿梦想”何时实现？

【突围】 借力电商和资本市场

茶产业需减速、提质、增效
全国政协委员、安徽农业大学副校长 夏涛专家把脉

合肥巢湖路茶叶市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