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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从11月23日举行的2021年广州日资企业投资营商环境交流活动上获悉，今
年前三季度，穗日进出口总值113.53亿美元，增长6.95%，吸引一大批总部、首店落
地，其中一直缺席华南市场的罗森公司已拟将区域总部设于广州黄埔，将在粤港澳大湾
区大展拳脚。

■新快报记者 陆妍思 通讯员 穗商务宣

新快报讯 记者陆妍思报道 11 月

23 日，全国首个《专业市场知识产权保

护与纠纷处理规范》团体标准在广州发

布。与会行业专家认为，近 600 个专业

市场是广州独有优势，但目前其正处于

关键转型期，过去“躺赢”时代已结束，打

造原创的品牌及产品将是突围关键，该

团标的出台对广州市专业市场发展规范

化意义重大。

据了解，团标对专业市场知识产权

保护与纠纷处理的基本原则、经营企业

要求、入驻商户要求、关于知识产权保护

的约定、知识产权日常管理、知识产权纠

纷处理等通过团体标准的形式予以规范

和推广。该团体标准的发布与推广，将

进一步加强专业市场的规范化经营，促

进专业市场行业高质量发展，推动行业

优化提升，为提高广州市经济竞争力，营

造良好营商环境，推进广州市国际消费

中心培育建设工作提供更为有力的支

撑。

据介绍，专业市场行业在广州起步

早，总体规模大，经营种类多，已成为广

州市商贸流通业的重要一环，是广州商

贸业的城市特色产业，也是知识产权保

护工作的重点领域。广州市高度重视专

业市场知识产权保护工作，从2013年开

展推动专业市场知识产权保护规范化建

设，培育了全国第一家专业市场知识产

权保护规范化建设试点市场——国览医

疗器械城，并于2016年召开全市专业市

场知识产权保护规范化建设现场会，在

全市全面推开专业市场知识产权保护规

范化建设工作。目前，广州市共有包括

中港皮具城在内的国家级知识产权保护

规范化市场5家、市级规范化市场17家。

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培育新消费场景

据统计，今年前三季度，日本在广州

新设投资企业 24 家，增长 50%；穗日进

出口总值 113.53亿美元，增长 6.95%，其

中，广州对日本出口 25.47亿美元，增长

20.18%；进口88.06亿美元，增长3.65%。

“益力多今年的销售实绩预测是

2002 年的 50 倍。虽然近两年面对疫情

冲击，但仍能实现 25%的增长。”广州益

力多乳品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梅原纪幸

表示。与会专家认为，广州作为培育建

设国际消费中心试点城市之一，拥有供

需两旺的消费市场基础，以及最适合消

费业态创新创造的肥沃土壤。来自传统

消费强国的日本企业，通过扎根广州，不

仅可以共享辐射大湾区的消费市场，还

可以创新打造更多的消费场景、培育更

多消费业态。

尽管受疫情冲击，但今年永旺继续

在广州新开 2家线下门店，总数增至 15
家、占全省一半以上，其中在永旺梦乐城

新塘店引入中国首家综合娱乐中心“朗

玩”；风靡日本的人气回转寿司品牌寿司

郎9月于广州市东方宝泰购物广场正式

开业，这是寿司郎在中国大陆的第一家

门店；日本三大便利店品牌之一的罗森

公司已启动在广州黄埔区投资布局粤港

澳大湾区总部项目，预计至 2028 年，将

在粤港澳大湾区范围内开设 1500 家门

店……

除总部、首店纷纷落地外，新技术

层出不穷。日立楼宇技术（广州）有限

公司推出抗菌按钮、空气净化系统、智

能紫外线杀菌系统、无接触乘梯、“声・

动”召梯系统，应对新冠疫情对公共环

境防控的需求，着力打造安全、安心的

乘梯体验。

“我从 1990年开始负责与中国有关

的工作。我记得以前把中国的产品出口

到日本及其他国家的工作比较多，但这

几年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帮助中国满

足内需的工作越来越多。特别是在 IT
领域，以中国高度发达的技术为背景，中

国的服务和产品也可以反过来在日本推

广了。”广州日本商工会菅野达志在采访

中感慨说道。

RCEP生效汽车零部件关税将大降
会上，广州市人民政府党组副书记

陈志英表示，明年《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

系协定》（RCEP）协议正式生效，还将迎

来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这些利好将

为日资企业在广州带来新的发展机遇和

更广阔空间。

广州市商务局局长洪谦在推介中介

绍，为抢抓RCEP和数字经济风口，今年

3 月，广州推出全国首个 RCEP 跨境电

商专项政策，从优化口岸营商环境、培育

创新主体、加强自主创新能力、拓展国际

营销网络、强化专业人才培训等 5个方

面共提出25条创新措施。

业内普遍认为，RCEP 签署后日本

出口汽车零部件的关税将大幅降低，广

州汽车产业综合竞争优势将进一步增

强。多年以来，广汽本田、广汽丰田等发

挥龙头带动作用，支撑广州形成产值超

5000亿元的汽车集群。今年前三季度，

广汽本田累计销量 54.9万辆，实现稳中

向好、逐步拔升；广汽丰田终端销量超

60万辆大关、同比增长12.0%。

“日本汽车企业界和南沙有着良好

的合作基础，其中广汽丰田第五工厂正

加快建设，有望成为年产 100 万辆的全

球生产基地。”南沙区有关负责人在座谈

中讲道。

新快报讯 记者杨依泓报道“最近

猪肉是有贵一点啦，不过没有早前那么

贵。”家住广州棠东的王姐笑着对记者

说，“得把以前猪价最贵时舍不得吃的

肉都吃回来！”近期，生猪价格反弹，市

面猪肉价格亦有上涨。专家表示，猪价

继续上涨动力不足，消费者不必过度担

心。

市场：猪肉价格近期略涨

据农业农村部监测，2021年第45周

（11月8日-11月14日），猪肉批发市场

周均价每公斤 24.02元，环比涨 3.8%，为

连续5周上涨，累计涨幅34.9%。广州全

市菜篮子平均零售价显示，11月 23日，

广州猪五花肉价格为 37 元/公斤，比上

月同日相比环比涨幅约为4.7%左右。

记者走访广州市场看到，昨日天河

区的猪五花价格在一斤 15元至 18元左

右，而猪瘦肉价格约为每斤 18 元到 25
元。天河区某肉菜市场猪肉档主对记者

表示，近两周以来，猪肉进价渐涨，他们

也是跟着涨价，“大约每一种（猪肉）都贵

了两三块”。该档主表示，“这两年猪价

有时候特别贵，有时候又很便宜，我们做

买卖的心情很忐忑。”在记者采访中，商

贩们都表示，不知道此轮猪肉涨价会持

续多久，又会涨到什么水平。

专家：继续上涨动力不足

今年 10 月以前，猪肉价格“跌跌不

休”。10月还曾一度刷新本轮猪周期的

最低价，跌至 10.63 元/公斤（外三元生

猪）。不过，随着天气转凉，猪肉价格渐

渐“回温”。据养猪行业门户网站中国养

猪网统计，11月23日，广东省生猪（外三

元）报 19.62 元/公斤，周环比小幅上涨

0.20%。

对此,大宗商品数据商生意社分析

师李文旭对记者表示，此次猪价反弹自

10月开始，彼时养殖业整体处于深度亏

损局面，猪价低位养殖户惜售挺价加上

冷冻肉收储政策再启动等因素助推国内

猪价反弹，“进入11月，多地降雪加之疫

情再现，终端备货热情较高。持续推高

猪价至目前水平。”

随着猪价的不断上涨，基层猪粮比

也逐渐回温。据中国养猪网统计，11月

22 日猪粮比为 6.54:1，养殖端的利益不

断提高将导致压栏惜售情绪渐浓。对于

“猪价会不会持续上涨”的担心，李文旭

表示，目前来看，降雪影响已经褪去，居

民集中备货也基本结束，加之目前猪价

已经回升至较高水平、养殖利润持续回

升，养殖户出栏压栏生猪变现意图渐强，

生猪市场供应持续增加，11月中旬部分

地区猪价就已经出现回落，猪价继续上

涨动力不足。

11月23日，部分养猪头部公司如牧

原股份、新希望等企业有所上涨，温氏股

份、天邦股份、正邦科技、大北农、金新农

等公司股价则有所下跌。其中，大北农

跌幅为3.31%，报收9.63元/股。

兴业银行副行长陈锦光：

加快渠道战略升级
赋能财富管理未来

11月 20日，由《中国证券报》举办

的“2021 中国银行业财富管理论坛暨

第二届中国银行业理财金牛奖颁奖典

礼”在上海举行。兴业银行副行长陈

锦光出席并作主旨发言时表示，渠道

能力的探索与建设，必将升级财富管

理的内涵，重塑财富管理的边界，赋能

财富管理的未来。当日，兴业银行理

财子公司兴银理财荣获银行理财公司

“金牛创新奖”以及两项“银行理财产

品类”奖项。

10月通达系快递
单票收入环比看涨
快递公司价格战或进一步缓和

新快报讯 记者林广豪报道 近

日，顺丰控股、圆通速递、韵达股份、申

通快递公布了 2021 年 10 月快递业务

主要经营数据公告。总体来看，四家

公司均实现营收同比增长，其中申通

业务量增速在 10月逆转实现领跑，圆

通实现单票收入连续三个月同比增

长。进入传统快递旺季，各家快递企

业积极信号频发，快递股结束了 10月

下旬的低迷，11月以来快递概念股涨

逾8%。

从物流业务收入来看，除顺丰外

的三家公司营收均环比增加。顺丰以

132.60 亿 元 的 营 收 继 续 领 跑 ，但

13.22%的同比增幅排在末位；随后是

营收 37.19 亿元的韵达；营收 36.04 亿

元的圆通，以27.59%的同比增幅延续9
月增幅第一的地位；末位则是营收

23.36亿元的申通。

从业务量来看，四家公司均实现

同比增加，但仅有顺丰业务量环比减

少。其中韵达以 17.16亿票继续领先，

申通则以 24.33%的同比增幅逆转位居

第一。单票收入方面，韵达与圆通单

价均环比提升，申通单价持平上月。

但仅有圆通实现同比增长，增幅为

6.80%，同时圆通实现单价连续三个月

同比增长。光大证券分析师程新星认

为行业价格战趋缓或将持续被验证，

头部快递公司盈利改善潜力更大。

进入传统快递旺季，各家快递企

业积极信号频发。圆通速递日前公告

称，公司董事兼总裁潘水苗于 11月 10
日增持 400000 股公司股份，并自愿承

诺在本次增持完成之日起两年内不减

持其持有的公司股份。随后顺丰控股

公告显示，顺丰200亿元定增股票认购

已经全面完成。

“双 11”过后，快递行业是否会再

陷入价格战？韵达股份认为，在行业

规范有序和高质量发展的预期下，快

递行业将会呈现出稳中持续改善的态

势。

前三季度穗日进出口总值113.53亿美元，增长6.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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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价“爬楼梯”？专家：继续上涨动力不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