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直击“世界超市”开门迎客

义乌国际商贸城人气回来了

本报记者 杨烨

“贴高一点，今年生意会更旺。 ”义乌国际商贸城春节后开市首日，经营户王根生接过

义乌市领导送来的春联后，忙不迭地开始张贴，希望讨个好“彩头” ，新的一年生意红红火

火。 不一会儿，王根生顺利完成了兔年“第一单” ：来自埃塞俄比亚的外商科德在他的店铺

采购了60万元的五金厨卫产品。

2月2日，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中心———义乌国际商贸城迎来兔年首个开市日。 随着

7.5万商户开门迎客，“世界超市” 恢复往日的繁荣景象，“抢商机、做贸易、谈合作” 成为开

市首日的热词。

生意会更旺

琳琅满目的商品上新，络绎不绝的人群，说英语、俄语、西班牙语、阿拉伯语的采购商在

各个商铺来回走动……一幅幅热闹场景勾勒出开市首日靓丽的风景线。

中国证券报记者在现场看到，上午十点半，很多商户摊位前已经围满人，工作人员拿着

产品向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客商进行介绍，各种语言的交谈声不绝于耳，不少客商现场

就下了订单。

“客人是条龙，不来要受穷。 ”这是义乌国际商贸城经营户常说的一句话。 王根生告诉

记者，自己春节期间一直通过微信与客户交流、接单，大概80%的老客户正在赶来，预计今

年外贸订单会增加60%以上。

“这是疫情三年来开市最热闹的一天。 ”福多拉饰佳创始人孙灵娟告诉记者，一些来自

新疆、辽宁、上海的客户初五就到了义乌，等着开市过来订货，加上春节消费市场情况不错，

很多外地客户要补货，线上订货量也很大。

“去年我们开了两家新店，今年市场好了，可以全力以赴好好拼一把。 ”孙灵娟说。

外商加速回流

忙碌的不只是商户，还有纷至沓来的四海客商。

中国证券报记者注意到，开市当天，来自印度的客商沙希德早早入场，并直奔国际商贸

城二区伊凌诺卫浴摊位。 在这里，沙希德看中了一款多功能厨卫产品。 不到半小时，就洽谈

好了订单数量、交货时间、付款方式，沙希德准备与其开展合作。

“我在义乌待了15年，主要从事外贸出口生意，因疫情短暂回到印度，生意受到很大影

响。 ”沙希德说，常驻义乌的印度商人高峰时有2000多人。 因疫情陆续回国的商人，目前大

部分已返回义乌。此次他们一行8人来到义乌，准备采购一批日用百货、五金工具等商品，目

前15个集装箱的商品已采购完毕。

“我们的产品款式多，质量靠得住，同时服务好。 ”伊凌诺卫浴创始人陶菊英告诉记者，

产品好、服务优，才是留住客户的“法宝” ，已经有不少订单回流。 在外贸行业抢市场，要靠

产品创新，不能靠价格战。 为更好地服务国外客商，伊凌诺卫浴筹备了一个800多平方米的

新展厅。

经营原创球衣的义乌市丹娜丝进出口有限公司也在为国外客商回流做好准备。 该公司

负责人温从见告诉记者，近期陆续接到很多老客户要来中国考察的电话，为更好地抓住机

遇，公司加大了新产品开发力度，要让客户第一时间看到最新颖的产品。

记者了解到，为优化营商环境，义乌发布了《义乌市优化国际化营商环境涉外服务十项

举措》，包括工作居留便利、外商生产经营、涉外法律服务、政策咨询等十方面内容，加速外

商回流。 义乌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局的数据显示，义乌常驻外商超一万人。

外贸加快复苏

据相关部门介绍，随着义乌国际商贸城复市，工厂、电商、物流等相关业态已全面复苏。

记者从小商品城处获悉，商城集团将持续开展境外采购商招引和线下消费活动。

在国际环境复杂严峻的背景下，稳外贸成为我国稳增长的重要支撑。 去年以来，为帮助

外贸企业解决物流不畅、订单积压、资金困难等问题，一系列政策相继出台，帮助外贸企业

保订单、保市场、保信心。 很多地方政企合作，通过组团包机、亮相展会、拜访客户等方式主

动拥抱海外市场，帮助外贸企业拓市场、接订单。

从商务部跟踪监测的样本外贸企业情况看，一些积极信号已经出现，特别是出口大省

接单情况有所好转，我国外贸有望保持稳定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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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地明确2023年

数字经济发展目标

●本报记者 彭思雨

数字经济成为多地2023年经济发展的重要抓手。 中

国证券报记者梳理多个地区的政府工作报告发现，浙江、

重庆、西藏、海南等地明确了2023年数字经济发展目标，

力争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增长10%。 因地制宜发展

数字经济产业，抢占人工智能、元宇宙、数字消费、数字文

化等赛道成为多地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的关键任务。

业内人士称，多地对数字经济发展提出了明确目标，

数字经济成为地方政府今年乃至未来五年的重要抓手，

数字经济发展迎来机遇。

因地制宜发展数字经济

数字经济相关领域表现亮眼，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

技术服务业保持较快增长。 根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测

算，2022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提升至50万亿元左右，同

比增长10%左右。

多地数字经济增加值破万亿元大关。 2022年，江苏

省数字经济规模超5万亿元， 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

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达11%左右； 福建省数字经济增加

值达2.6万亿元；湖北省数字经济增加值达2.4万亿元；湖

南省数字经济规模突破1.5万亿元；安徽省数字经济增加

值突破万亿元； 江西省数字经济增加值突破万亿元，占

GDP比重提高到35%。

数字经济成为经济发展新引擎，一些地区因地制宜

发展优势数字经济产业。 贵州省加快发展大数据产业，

贵阳大数据科创城引进企业超400家。 上海市聚焦城市

数字化转型，2022年率先建成5G和固定宽带“双千兆”

城市。

前沿技术备受关注

智能制造、工业互联网成为数字技术赋能实体经济

的重要业态。 在安徽，联想合肥生产基地（简称“联宝科

技” ）是联想（全球）最大的PC研发和制造基地，也是目

前全球最大的智能计算设备研发和制造 “灯塔工厂” 。

联宝科技CEO丁晓辉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联宝科技每

天需处理8000笔客户订单， 且80%属于单笔小于5台的

定制化订单。 通过智能化手段，生产效率提升45%，原来

耗时6小时的人工排产作业在智能排产模式下耗时仅

1.5分钟。

运用数字技术对传统实体经济进行智能化改造，成

为多地发展数字经济的关键抓手。 2022年，江苏省3万家

规上工业企业启动改造，1万家完成改造任务，新增国家

智能制造示范工厂9家、工业互联网标杆工厂79家；河南

省5G基站总数超过15万个，新增智能工厂185个、上云企

业3.6万家。

元宇宙、 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在地方两会上备受关

注。 如北京市提出，加快建设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系

统推进新一代数字集群专网、 边缘计算体系等新型基础

设施建设，推进6G技术研发，夯实数字经济发展底座；贵

州省提出未来五年培育区块链、北斗应用、人工智能、信

创、数据清洗加工等新兴数字产业，大数据电子信息产业

增加值增长20%。江苏省提出做强做优“数智云网链”等

新兴数字产业，积极发展第三代半导体、元宇宙等产业。

此外，山西省大力发展数字消费等新型消费，拓展沉

浸式、体验式、互动式消费场景。 浙江省未来五年将推动

自贸试验区四大片区联动发展， 确保实现数字贸易额

4700亿元。

挖掘投资机会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2年， 数字经济相关产业

投资规模继续扩大， 制造业技术改造投资增长8.4%，占

制造业投资比重达到40.6%；信息传输业投资增长9.3%。

高技术产业投资比上年增长18.9%， 增速快于全部投资

13.8个百分点。

国家统计局相关负责人2月1日表示， 我国交通、能

源、水利等传统基础设施改造升级，5G、特高压、城际高

速公路、大数据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布局建设步伐加快，

将有效带动投资增长。

2月1日，贵州省2023年一季度重大项目集中开工仪

式举行，网易公司自建的第一个大型数据中心顺利开工。

据网易公司介绍，该项目于2022年9月签约，规划标准机

架10000架（5kW/架），可承载服务器10万台。项目一期

计划于今年9月投入试运行。 项目投产后， 将承载元宇

宙、云音乐、有道智能学习、严选电商、传媒以及游戏等网

易核心业务。

东莞证券表示， 多地政府工作报告对数字经济发展

提出了明确目标。总体来看，数字经济成为地方政府今年

乃至未来五年发展的重要抓手，数字经济发展迎来机遇。

安信证券表示， 数字经济中产业数字化仍为主要趋

势， 在制造业投资回暖和政策大力支持下， 制造业数字

化、汽车智能化等围绕生产的数字经济依旧是蓝海，计算

机板块生产性服务业的投资价值值得关注。

楼市预期改善 “返乡置业” 热度有所抬升

●本报记者 董添

机构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 百强房企1

月份销售金额同比下降超三成。业内人士表

示，受春节假期等因素影响，1月楼市表现不

佳。 在鼓励住房消费政策的驱动下，楼市预

期出现改善，“返乡置业” 热度有所抬升。

出现回暖势头

中指研究院数据显示，受春节假期等因

素影响，2023年1月，TOP100房企销售总额

同比下降31.7%，较去年同期降幅扩大8.6个

百分点， 较去年12月同比下降29.4%的降幅

稍有扩大。

具体到企业， 中指研究院数据显示，

2023年1月，万科以250.2亿元权益销售额重

回榜单第一， 保利发展和碧桂园紧随其后。

建发房产、越秀地产、华发股份新进十强队

列，分别位列第八、九、十。

另据克而瑞发布的数据，2023年1月，百

强房企销售操盘金额为3542.9亿元，同比降

低32.5%，环比降幅达到48.6%。 克而瑞研究

中心认为，三四线城市“返乡置业” 热度有

所攀升。 不过，春节期间房企推盘积极性不

高，营销力度减弱。

从房价角度看， 贝壳研究院发布的最

新数据显示，1月份50个代表城市二手房

价格指数环比上涨0.2%， 自2021年8月以

来首次环比止跌。 在50个代表城市中，约

六成城市二手房价格在1月份止跌， 涉及

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等重

点城市群。

从各大城市成交情况看， 受春节返乡、

出游等因素影响，1月份，50个代表城市二

手房整体成交量环比有所回落， 但北京、廊

坊、天津、重庆、郑州等地成交量较2022年

12月有所提升，市场出现回暖势头。 剔除春

节假期时间段，50个代表城市1月份二手房

日均成交量较2022年12月日均水平提高

20%以上。

贝壳研究院认为， 市场修复主要有两

方面原因， 一是购房者收入预期和消费动

力有所恢复；二是在降首付、降利率等鼓励

住房消费政策的持续驱动下， 市场预期出

现改善。

房企扎堆融资

近期， 不少大型民营房企发布融资公

告，有的房企单笔融资金额超过百亿元。

1月31日，碧桂园发布公告称，碧桂园地

产集团获银行间市场交易协会接受储架式

注册发行200亿元中期票据。 碧桂园地产可

在注册有效期内分期发行中期票据。

1月26日， 碧桂园与中国民生银行香港

分行签署融资协议，获最高达5000万美元等

值的人民币定期贷款融资。

2月2日， 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

网站显示，美的置业150亿元中票、新城控

股150亿元中票、万科337亿元中票、新希望

五新实业集团10亿元中票及中国铁建房地

产22亿元中票获得银行间交易商协会接受

注册。

另外，上市房企的股权融资也在有条不

紊地进行中。 荣盛发展近日公告称，中国证

监会对公司提交的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行

政许可申请材料进行了审查，认为申请材料

齐全，决定对该行政许可申请予以受理。 荣

盛发展称，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事

项尚需中国证监会核准后方可实施，能否获

得核准尚存在不确定性。

生意会更旺

琳琅满目的商品上新， 络绎不绝的人

群，说英语、俄语、西班牙语、阿拉伯语的采

购商在各个商铺来回走动……一幅幅热闹

场景勾勒出开市首日靓丽的风景线。

中国证券报记者在现场看到， 上午十

点半，很多商户摊位前已经围满人，工作人

员拿着产品向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客商

进行介绍，各种语言的交谈声不绝于耳，不

少客商现场就下了订单。

“客人是条龙，不来要受穷。 ” 这是义

乌国际商贸城经营户常说的一句话。 王根

生告诉记者， 自己春节期间一直通过微信

与客户交流、接单，大概80%的老客户正在

赶来，预计今年外贸订单会增加60%以上。

“这是疫情三年来开市最热闹的一

天。 ”福多拉饰佳创始人孙灵娟告诉记者，

一些来自新疆、辽宁、上海的客户初五就到

了义乌，等着开市过来订货，加上春节消费

市场情况不错，很多外地客户要补货，线上

订货量也很大。

“去年我们开了两家新店，今年市场好

了，可以全力以赴好好拼一把。”孙灵娟说。

外商加速回流

忙碌的不只是商户， 还有纷至沓来的

四海客商。

中国证券报记者注意到，开市当天，来

自印度的客商沙希德早早入场， 并直奔国

际商贸城二区伊凌诺卫浴摊位。 在这里，沙

希德看中了一款多功能厨卫产品。 不到半

小时，就洽谈好了订单数量、交货时间、付

款方式，沙希德准备与其开展合作。

“我在义乌待了15年， 主要从事外贸

出口生意，因疫情短暂回到印度，生意受到

很大影响。 ”沙希德说，常驻义乌的印度商

人高峰时有2000多人。 因疫情陆续回国的

商人，目前大部分已返回义乌。此次他们一

行8人来到义乌， 准备采购一批日用百货、

五金工具等商品， 目前15个集装箱的商品

已采购完毕。

“我们的产品款式多， 质量靠得住，同

时服务好。”伊凌诺卫浴创始人陶菊英告诉

记者，产品好、服务优，才是留住客户的“法

宝” ，已经有不少订单回流。 在外贸行业抢

市场，要靠产品创新，不能靠价格战。 为更

好地服务国外客商， 伊凌诺卫浴筹备了一

个800多平方米的新展厅。

经营原创球衣的义乌市丹娜丝进出

口有限公司也在为国外客商回流做好准

备。 该公司负责人温从见告诉记者，近期

陆续接到很多老客户要来中国考察的电

话，为更好地抓住机遇，公司加大了新产

品开发力度，要让客户第一时间看到最新

颖的产品。

记者了解到，为优化营商环境，义乌

发布了《义乌市优化国际化营商环境涉外

服务十项举措》，包括工作居留便利、外商

生产经营、涉外法律服务、政策咨询等十

方面内容，加速外商回流。 义乌市公安局

出入境管理局的数据显示，义乌常驻外商

超一万人。

外贸加快复苏

据相关部门介绍，随着义乌国际商贸城

复市，工厂、电商、物流等相关业态已全面复

苏。 记者从小商品城处获悉，商城集团将持

续开展境外采购商招引和线下消费活动。

在国际环境复杂严峻的背景下， 稳外

贸成为我国稳增长的重要支撑。去年以来，

为帮助外贸企业解决物流不畅、订单积压、

资金困难等问题，一系列政策相继出台，帮

助外贸企业保订单、保市场、保信心。 很多

地方政企合作，通过组团包机、亮相展会、

拜访客户等方式主动拥抱海外市场， 帮助

外贸企业拓市场、接订单。从商务部跟踪监

测的样本外贸企业情况看， 一些积极信号

已经出现， 特别是出口大省接单情况有所

好转，我国外贸有望保持稳定增长。

“贴高一点， 今年生意会更

旺。” 义乌国际商贸城春节后开市

首日， 经营户王根生接过义乌市

领导送来的春联后， 忙不迭地开

始张贴，希望讨个好“彩头” ，新

的一年生意红红火火。 不一会儿，

王根生顺利完成了兔年 “第一

单” ：来自埃塞俄比亚的外商科德

在他的店铺采购了60万元的五金

厨卫产品。

2月2日， 全球最大的小商品

集散中心———义乌国际商贸城迎

来兔年首个开市日。 随着7.5万商

户开门迎客，“世界超市” 恢复往

日的繁荣景象，“抢商机、做贸易、

谈合作”成为开市首日的热词。

直击“世界超市”开门迎客

义乌国际商贸城人气回来了

视源股份子公司拟参与投资产业基金

瞄准半导体与集成电路等领域

●本报记者 张鹏飞

视源股份2月2日晚间公告，全资子公司

视盈投资、全资二级子公司视源私募与广州

新兴基金、广州工业基金公司签署《合伙协

议》， 拟共同投资广州视源产投一期股权投

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合伙企业投

资方向为电子信息制造、 半导体与集成电

路、新型显示、新能源、软件和信创等与公司

形成协同效应的产业领域。

形成协同效应

公告显示，该产业基金目标认缴出资总

额为5亿元。 其中， 视源私募作为普通合伙

人，合计出资500万元，占合伙企业出资总额

的1%；视盈投资作为有限合伙人，合计出资

3.45亿元，占合伙企业出资总额的69%。

该基金将围绕广州工业和信息化高质

量发展主要产业领域，并优先支持战略性产

业，主要投资电子信息制造、半导体与集成

电路、新型显示、新能源、软件和信创等与视

源股份形成协同效应的产业，重点围绕上游

核心器件及材料、显示交互及连接技术等视

源股份产业链上下游， 亦布局新型显示

（LED）、新能源、机器人、智能制造等其他

具备产业协同效应的相关领域。

视源股份表示，参与投资产业基金，旨在

借助专业投资基金的管理和资源优势， 投资

具备独特竞争优势的优质企业，并经过整合、

价值提升实现产业协同， 有助于公司在深耕

主营业务的基础上， 积极开拓产业链上下游

业务资源与合作机会，进一步完善产业布局。

发展创新业务

资料显示，视源股份主营业务为液晶显

示主控板卡和交互智能平板等产品的设计、

研发与销售。 业绩快报显示，公司2022年实

现营业收入209.66亿元，扣非后归母净利润

为18.15亿元，同比增长23.65%。 2022年，公

司持续推动产品创新，优化产品结构，综合

毛利率提升了2.02个百分点。

此前， 视源股份在接受机构调研时表

示，将积极把握信息技术与教育深度融合的

发展机遇，助力智慧校园建设。 同时，开发更

为丰富的产品线及应用软件，持续进行产品

体系的扩充和升级。

在企业服务方面，公司MAXHUB交互

智能平板具备先发优势。 视源股份表示，将

打造综合智慧办公协同解决方案，将高效会

议平台转变成覆盖各行各业全场景的智慧

协同平台。

国信证券预计，2023年交互智能平板市

场有望重回良性发展轨道，公司创新业务将

陆续开花结果。

● 本报记者 杨烨

① 2月2日， 来自印度的客商

拉贾（右）在义乌国际商贸城的一

家玩具店铺内选购。

新华社图片

② 义乌国际商贸城一区现场。

③ 客商涌入义乌国际商贸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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