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拱北口岸进境免税店完成改造焕然一新

珠海免税打造标杆 激发口岸消费活力

本报记者 黄灵灵

春暖口岸，潮涌湾区。 5月24日，珠海免税旗下的拱北口岸进境免税店完成升级改造，开门迎客。 “拱北口岸进境免税店将从一个口岸‘过境店’ ，打造成为旅游消费的‘目标店’ ，为‘体量最大’的标签，增添‘经营最领先’的名号，真正起到引领口岸免税店升级转型、促进免税经济蓬勃发展的作用。 ”珠海免税总经理陈辉在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拱北口岸进境免税店坐落于全国通关流量最大的陆路口岸———拱北口岸，是亚太地区单体面积最大的陆路口岸免税店，也是珠海免税全面融入粤港澳大湾区战略发展的重点商业项目之一。 分析人士表示，珠海免税拱北口岸进境免税店位于珠澳两地交汇中心点，具备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是粤港澳大湾区免税经济的重要标杆，其改造升级将有利于珠海市乃至粤港澳大湾区内景区、酒店、旅行社、百货导流，形成多元、完整的消费场景，助力粤港澳大湾区打造旅游消费“新名片” 。

改造效果立竿见影

始建于上世纪80年代初的珠海免税，是国内首批获得国务院批准并较早开展免税商品经营业务的国有独资企业，业务涵盖免税、有税、保税（跨境）三大范畴，覆盖珠海、香港、澳门、海南、广西、内蒙古等地区。

经历40余年创业奋斗与锐意改革，珠海免税紧扣特区经济发展大局，深耕口岸免税业务，紧密连接粤港澳大湾区、海南自贸港等重要市场，已成为全国优秀旅游零售运营商、东南地区口岸免税行业龙头企业。

2020年，拱北口岸迎改造升级，珠海免税同步启动对拱北口岸进出境免税店的焕新建设。 升级改造后，免税店经营面积达3889平方米。 珠海免税总经理助理潘明明介绍，此次免税店改造的“主线逻辑”是推动口岸免税购物与国际接轨，原拱北进境免税店销售品类以烟酒为主，现香化比例得到极大提升。

数据显示，免税香水化妆品、时尚精品、腕表首饰总销售额约占全球免税业总销售额的75%，免税烟酒、电子产品、食品品类总销售额约占全球免税业销售额的25%。

改造后高端香化经营区域约占一层面积的70%，成功吸引了全球超过100个国际高端香化品牌进驻，陆路口岸首进品牌比例超过50%。 同时，香化类产品供应商覆盖了雅诗兰黛、欧莱雅、资生堂等全球领先及知名香化品牌集团。 “这极大提升了口岸免税消费的吸引力，将进一步助力释放内需潜力，吸引境外消费回流。 ”潘明明说。

焕新改造效果立竿见影。 自5月16日试营业后，拱北口岸进境免税店销售额环比增长约20%，客单价环比提升约10%，特别是香化和精品类销售额环比增长近3倍。

“拱北口岸进境免税店不仅是我们的‘起源之地’和‘立足之地’ ，更是面向未来高质量发展的‘发力之地’ 。 我们致力于把拱北口岸进境免税店打造为粤港澳大湾区最佳旅游消费目的地和展示大湾区商贸活力的示范标杆项目。 ”陈辉表示。

推动免税消费提质增效

消费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在经济循环中发挥着重要的牵引带动作用。 数据显示，2023年一季度珠海免税店免税品销售额同比大涨，其中2月销售额同比增长112%、香化类销售额同比增长246%。

在“扩内需、促消费”的大背景下，拱北口岸进境免税店改造升级俨然成为免税企业践行高质量发展的风向标。

潘明明表示，拱北口岸进境免税店是做大做强珠海免税的核心力量和基础支撑，未来珠海免税将持续推进拱北口岸免税店升级，推动免税消费提质增效。

在数字化建设方面，拱北口岸进境免税店将从敏捷灵活的店面运营、数字智能化的业务模式和获得赋能的员工三个方面，融合人工智能、物联网、大数据等先进技术，助力品牌和门店建立起和用户的深度链接软硬件一体化解决方案，帮助零售商门店数字化智能化转型。

同时，大力挖掘“她”经济。 “拱北口岸进境免税店将深挖‘悦已’需求内涵，未来将通过有趣或者融入中国特色的活动给消费者直观的视觉冲击，提供个性化服务，优化购物体验，不定期与合适品牌进行联名合作，推出更符合女性消费者审美和时尚需求的产品，有助于增强产品的吸引力。 ”潘明明说。

“免税产业的壮大，不仅可以使消费回流，还可以扶持本国企业的发展。 ”潘明明说，今后拱北口岸进境免税店将筹划设立一定面积的国产商品销售区，与相关企业沟通，尽力开发专供免税渠道的优质特色国产商品，将免税店打造成为扶持国货精品、展示自主品牌、传播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平台。

打开高质量发展新空间

珠海是全国唯一与港澳陆桥相连的城市，拥有拱北口岸、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横琴口岸等重要通关口岸，具备发展免税消费产业的先天优势。

珠海免税依托地域优势，经过多年深耕，在港珠澳大桥珠港、珠澳口岸布局多家免税店，占据珠港澳三地出入境口岸核心窗口，打造出独具特色的核心竞争力。

值得注意的是，深耕免税业务40余年的珠海免税仍在不断优化资源配置。 为积极响应珠海市新一轮国企改革提速加力的政策目标，激发企业经营活力、发展动力和市场竞争力，今年3月22日，格力地产公布重大资产重组草案，拟以89.78亿元收购珠海免税100%股权。

若重组顺利完成，珠海免税有望借助上市公司平台，引入资本“活水” ，进一步提升市场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打开高质量发展新空间，格力地产也有望迎来估值重塑。

除夯实珠海本地地域优势外，珠海免税还通过与格力地产联合，布局海南，通过扩大业务版图筑牢“护城河” 。 2020年9月，格力地产竞得三亚中央商务区凤凰海岸单元地块，用于建设三亚合联中央商务区项目，定位为高端滨海商业中心及商务办公区。

潘明明表示，随着海南离岛免税政策红利不断释放，珠海免税未来有望以三亚合联项目为战略支点，拓展离岛免税业务，实现“免税+高端零售”的进一步融合，形成在旅游消费行业的全领域优势，推动“大消费”主业做大做强。

面向未来，潘明明表示，珠海免税将从长远角度和战略高度，把握中国旅游发展新趋势，充分发挥经营品类全、网络布局广、运营管理能力强等资源优势，着力打造海南自贸港与粤港澳大湾区合作交流的示范标杆，为旅游及消费复苏增添新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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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托锻造技术优势

三联锻造把握节能与新能源汽车发展新机遇

●本报记者 王辉

5月24日，三联锻造A股股票在深交所

主板上市交易， 上市仪式活动通过中国证

券报·中证网直播。 公司本次共公开发行

2838万股，发行价格为27.93元/股，募集资

金约7.93亿元。 截至收盘， 三联锻造收报

30.15元/股， 上涨7.95%， 最新总市值为

34.18亿元。

公司表示，未来将秉承“规模化、高端

化” 的发展目标，以锻造类汽车零部件为

核心业务， 以技术研发和产品创新为推动

力，依托锻造技术优势，积极开发布局锻造

零部件在新能源汽车中的应用， 参与知名

整车厂新能源汽车平台的锻造零部件开

发， 牢牢把握节能与新能源汽车扩大锻件

应用范围带来的发展机遇， 开启资本市场

新征程。

获众多国际客户高度认可

招股说明书显示， 公司主要从事汽车

锻造零部件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公司主要

产品为汽车锻造零部件， 应用于对零部件

机械性能和安全性能要求较高的汽车动力

系统、传动系统、转向系统以及悬挂支撑等

系统。目前，公司主要客户舍弗勒、采埃孚、

麦格纳、 博世、 利纳马等均为2022年全球

汽车零部件供应商百强榜上榜企业， 其中

博世、采埃孚和麦格纳位列前五名。公司高

压共轨产品作为国家火炬计划产业化示范

项目， 被评为高新技术产品及安徽工业精

品， 并已成为博世高压共轨产品的主要供

应商。

整体来看，公司业务模式成熟，经过多

年深耕已积累了深厚的技术经验，形成了良

好的市场口碑，在生产能力、产品种类、产品

质量等方面得到了采埃孚、舍弗勒等国际知

名汽车零部件集团的广泛认可。 同时，公司

持续专注于锻造技术与工艺的研究与开发，

产品广泛应用于全球高端汽车品牌，具备了

较高的市场知名度和行业认可度。在整车产

品方面，公司产品已广泛应用于奔驰、宝马、

奥迪、路虎、大众、特斯拉、比亚迪、本田、上

汽、一汽、北汽、广汽、小鹏、理想和蔚来等国

内外知名车企生产的多种车型。

业绩实现较快增长

三联锻造董事长、总经理孙国奉5月24

日在上市仪式上表示，三联锻造成功登陆国

内A股资本市场，对于公司而言，是一个非

常重要的里程碑，也意味着一段新征程的开

启。 未来，公司将秉承“规模化、高端化” 的

发展目标， 以锻造类汽车零部件为核心业

务，以技术研发和产品创新为推动力，打造

汽车零部件国际品牌，为客户、股东、员工和

社会创造更大的价值。同时，诚实守信，规范

运作， 严格履行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义务，

以持续健康的发展业绩回报广大投资者和

社会各界的支持。

招股说明书显示，2020年-2022年，

公司营业收入分别为6. 18亿元、9. 29亿元

和10 . 50亿元，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

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分别为6481. 55

万元、6676. 15万元和8391. 81万元。 整体

来看，近年来，三联锻造经营稳定，业绩持

续较快增长。

三联锻造自成立以来，承担了国家科技

部、安徽省科技厅等部门的多项研究开发工

作，在科技创新、新技术研发等方面也具有

较强竞争优势。截至2022年12月31日，三联

锻造取得了1项境外发明专利， 累计取得

114项境内专利。 公司被认定为国家级专精

特新“小巨人” 企业、安徽省“专精特新”中

小企业、安徽省企业技术中心、2022年度皖

美品牌示范企业等。

在募投项目方面，公司表示，此次上市

募集资金将运用在精密锻造生产线技改及

机加工配套建设项目、 高性能锻件生产线

（50MN）产能扩建项目、研发中心建设项

目以及补充流动资金， 拟使用募集资金分

别为23111.87万元、6091.95万元、6264.36

万元、8000.00万元。

三联锻造表示， 随着相关技术的不断

提高， 节能与新能源汽车呈现加速普及的

发展态势。公司依托自身锻造技术优势，在

铝合金锻件、 空心锻件方面具有充分的技

术储备， 并参与多家知名整车厂组织的新

能源汽车平台的开发， 将牢牢把握节能与

新能源汽车扩大锻件应用范围带来的发展

机遇。

三联锻造上市仪式 公司供图

小米集团

一季度毛利率创新高

●本报记者 杨洁

5月24日晚， 小米集团发布的财报显示，2023年一季

度，小米集团实现总收入594.77亿元，同比下滑18.9%，环比

下滑9.9%；毛利率同比提升了2.2个百分点至19.5%，创历史

新高；经调整净利润为32.33亿元，同比上涨13.1%，环比上

涨121.3%。

库存稳步下降

2023年小米集团整体经营从规模扩张转向提质增效。

一季度，小米集团整体毛利率提升至19.5%，同比提升了2.2

个百分点，创历史新高；费用规模下降至94亿元，同比降低

6.4%。

财报显示，截至2023年一季度末，小米整体存货金额

为426亿元，同比下降超24%，环比下降超15%，实现连续三

个季度下降，为近九个季度以来最低水平。

小米集团合伙人、总裁卢伟冰在业绩电话会上表示，小

米集团在境内外自有渠道库存均实现稳步下降， 已基本解

决掉库存的问题。

由于一季度加强清理库存的力度， 小米集团智能手

机的平均销售价格（ASP）由2022年第一季度的每部人

民币1188. 5元下降3. 1%至2023年第一季度的每部人民

币1151. 6元， 叠加智能手机整体出货量下滑， 导致2023

年一季度小米集团智能手机业务收入同比下降23. 6%至

350亿元。

小米集团智能手机高端化战略有效推进。 小米集团中

国大陆地区高端智能手机 （定价人民币3000元及以上机

型） 出货量在整体智能手机出货量的占比同比增加4个百

分点。据第三方数据，小米智能手机在中国大陆地区人民币

4000元-5000元价位段销量排名安卓第一，市占率同比提

升至24.1%。 小米集团中国大陆地区智能手机ASP同比涨

超18%，创单季度历史新高。

受益于高端化战略推进、 产品组合改善以及核心零部

件（如存储器及显示面板）价格下降，虽然2023年一季度

小米集团智能手机业务收入下滑，但毛利率仍获得改善，为

11.2%，环比提升3.1个百分点，同比提升1.3个百分点。

AIoT平台连接数突破6亿

小米集团财报披露，截至2023年3月31日，小米AIoT

平台连接的IoT设备 （不包括智能手机、 平板及笔记本电

脑）数同比增长29.2%达6.18亿；拥有5件及以上连接至小

米AIoT平台的设备 （不包括智能手机、 平板及笔记本电

脑）用户数同比增长29.6%达1230万。

2023年一季度， 小米集团的IoT与生活消费业务收入

为168亿元，同比下降13.6%，毛利率达15.7%。 在IoT相关

产品中， 一季度小米集团智能大家电品类 （包括空调、冰

箱、洗衣机）收入同比增长超60%。 其中，小米空调出货量

同比增长超60%，小米冰箱出货量同比增长超200%，小米

洗衣机出货量超25万台。

2023年3月，米家APP月活用户数达7810万，同比增长

18.8%； 全球及中国大陆MIUI月活用户数分别增长至5.95

亿和1.46亿，用户活力持续释放。 截至5月21日，小米MIUI

全球月活用户已经突破6亿。

2023年一季度，小米集团互联网服务业务收入达70亿

元，同比下降1.2%，毛利率提升至72.3%。 其中，通过扩大曝

光、提升转化率等方式，小米游戏业务逆势上涨，收入同比

增长16.3%，达13亿元，实现连续七个季度的同比提升。 受

益于境外互联网用户数持续增长， 小米集团境外互联网服

务收入由2022年第一季度的16亿元增长16.4%至2023年

第一季度的18亿元。

全年研发投入预计超200亿元

财报显示，2023年4月，小米集团正式组建AI实验室大

模型团队。 目前小米AI领域相关研发人员超1200人，未来

小米将不断挖掘AI相关的用户场景，发挥技术优势，并以

开放的态度与合作伙伴开拓更多机会。

卢伟冰强调，小米会积极拥抱大模型技术，但小米不会

像OpenAI那样去做通用大模型， 而是寻求大模型与自身

业务的深度协同，例如与小爱同学、MIUI、机器人等业务相

结合，同时也不断提升集团的内部工作效率。

关于AI大模型，小米集团副总裁、首席财务官林世伟

在业绩电话会上透露，“已经把业内大模型团队都过了一

遍” ，小米会采用惯用的“打法” ，也就是战略投资等方式，

来实现AI大模型方面的生态合作。

小米集团一季度持续加大研发投入， 研发支出同比增

长17.7%达41亿元。 其中，智能电动汽车等创新业务费用为

11亿元。 小米集团预计2023年总研发投入将超200亿元。

对于汽车业务进展，卢伟冰表示，今年小米汽车在进展

上将符合甚至略超预期，后续将按计划进行夏测和冬测，明

年上半年会如期与大家见面。

近期国内手机厂商OPPO关停了自研芯片业务， 引发

业内关注。 对此，卢伟冰表示，小米自研芯片的目的是为了

提升终端产品的竞争力和用户体验， 小米自研芯片的投入

决心不会动摇，也充分认识到芯片投入的难度、长期性、复

杂性，不能以百米跑的方式跑马拉松，而要尊重芯片行业的

发展规律，打持久战，做长期奋斗10年、20年的准备。

拱北口岸进境免税店完成改造焕然一新

珠海免税打造标杆 激发口岸消费活力

春暖口岸，潮涌湾区。 5月24日，珠

海免税旗下的拱北口岸进境免税店完

成升级改造，开门迎客。 “拱北口岸进

境免税店将从一个口岸 ‘过境店’ ，打

造成为旅游消费的‘目标店’ ，为‘体

量最大’ 的标签，增添‘经营最领先’

的名号，真正起到引领口岸免税店升级

转型、 促进免税经济蓬勃发展的作

用。 ” 珠海免税总经理陈辉在接受中国

证券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拱北口岸进境免税店坐落于全国

通关流量最大的陆路口岸———拱北口

岸，是亚太地区单体面积最大的陆路口

岸免税店，也是珠海免税全面融入粤港

澳大湾区战略发展的重点商业项目之

一。 分析人士表示，珠海免税拱北口岸

进境免税店位于珠澳两地交汇中心点，

具备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是粤港澳大

湾区免税经济的重要标杆，其改造升级

将有利于珠海市乃至粤港澳大湾区内

景区、酒店、旅行社、百货导流，形成多

元、完整的消费场景，助力粤港澳大湾

区打造旅游消费“新名片” 。

● 本报记者 黄灵灵

改造效果立竿见影

始建于上世纪80年代初的珠海免税，

是国内首批获得国务院批准并较早开展

免税商品经营业务的国有独资企业，业务

涵盖免税、有税、保税（跨境）三大范畴，

覆盖珠海、香港、澳门、海南、广西、内蒙古

等地区。

经历40余年创业奋斗与锐意改革，珠

海免税紧扣特区经济发展大局，深耕口岸

免税业务，紧密连接粤港澳大湾区、海南

自贸港等重要市场，已成为全国优秀旅游

零售运营商、东南地区口岸免税行业龙头

企业。

2020年，拱北口岸迎改造升级，珠海

免税同步启动对拱北口岸进出境免税店的

焕新建设。升级改造后，免税店经营面积达

3889平方米。 珠海免税总经理助理潘明明

介绍，此次免税店改造的“主线逻辑” 是推

动口岸免税购物与国际接轨， 原拱北进境

免税店销售品类以烟酒为主， 现香化比例

得到极大提升。

数据显示， 免税香水化妆品、 时尚精

品、 腕表首饰总销售额约占全球免税业总

销售额的75%，免税烟酒、电子产品、食品

品类总销售额约占全球免税业销售额的

25%。

改造后高端香化经营区域约占一层

面积的70%， 成功吸引了全球超过100个

国际高端香化品牌进驻，陆路口岸首进品

牌比例超过50%。 同时，香化类产品供应

商覆盖了雅诗兰黛、欧莱雅、资生堂等全

球领先及知名香化品牌集团。 “这极大提

升了口岸免税消费的吸引力，将进一步助

力释放内需潜力，吸引境外消费回流。” 潘

明明说。

焕新改造效果立竿见影。自5月16日试

营业后， 拱北口岸进境免税店销售额环比

增长约20%，客单价环比提升约10%，特别

是香化和精品类销售额环比增长近3倍。

“拱北口岸进境免税店不仅是我们的

‘起源之地’ 和‘立足之地’ ，更是面向未

来高质量发展的‘发力之地’ 。我们致力于

把拱北口岸进境免税店打造为粤港澳大湾

区最佳旅游消费目的地和展示大湾区商贸

活力的示范标杆项目。 ” 陈辉表示。

推动免税消费提质增效

消费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

之一， 在经济循环中发挥着重要的牵引带

动作用。 数据显示，2023年一季度珠海免

税店免税品销售额同比大涨， 其中2月销

售额同比增长112%、香化类销售额同比增

长246%。

在“扩内需、促消费” 的大背景下，拱

北口岸进境免税店改造升级俨然成为免税

企业践行高质量发展的风向标。

潘明明表示， 拱北口岸进境免税店是

做大做强珠海免税的核心力量和基础支

撑， 未来珠海免税将持续推进拱北口岸免

税店升级，推动免税消费提质增效。

在数字化建设方面， 拱北口岸进境免

税店将从敏捷灵活的店面运营、数字智能

化的业务模式和获得赋能的员工三个方

面，融合人工智能、物联网、大数据等先进

技术，助力品牌和门店建立起和用户的深

度链接软硬件一体化解决方案，帮助零售

商门店数字化智能化转型。

同时，大力挖掘“她” 经济。 “拱北口

岸进境免税店将深挖‘悦已’需求内涵，未

来将通过有趣或者融入中国特色的活动给

消费者直观的视觉冲击，提供个性化服务，

优化购物体验，不定期与合适品牌进行联

名合作，推出更符合女性消费者审美和时

尚需求的产品， 有助于增强产品的吸引

力。 ”潘明明说。

“免税产业的壮大， 不仅可以使消费

回流，还可以扶持本国企业的发展。 ” 潘明

明说，今后拱北口岸进境免税店将筹划设

立一定面积的国产商品销售区，与相关企

业沟通，尽力开发专供免税渠道的优质特

色国产商品，将免税店打造成为扶持国货

精品、展示自主品牌、传播民族传统文化的

重要平台。

打开高质量发展新空间

珠海是全国唯一与港澳陆桥相连的城

市，拥有拱北口岸、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

岸、横琴口岸等重要通关口岸，具备发展免

税消费产业的先天优势。

珠海免税依托地域优势，经过多年深

耕，在港珠澳大桥珠港、珠澳口岸布局多家

免税店，占据珠港澳三地出入境口岸核心

窗口，打造出独具特色的核心竞争力。

值得注意的是，深耕免税业务40余年

的珠海免税仍在不断优化资源配置。 为积

极响应珠海市新一轮国企改革提速加力的

政策目标，激发企业经营活力、发展动力和

市场竞争力，今年3月22日，格力地产公布

重大资产重组草案，拟以89.78亿元收购珠

海免税100%股权。

若重组顺利完成， 珠海免税有望借助

上市公司平台，引入资本“活水” ，进一步

提升市场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打开

高质量发展新空间， 格力地产也有望迎来

估值重塑。

除夯实珠海本地地域优势外， 珠海免

税还通过与格力地产联合，布局海南，通过

扩大业务版图筑牢 “护城河” 。 2020年9

月， 格力地产竞得三亚中央商务区凤凰海

岸单元地块， 用于建设三亚合联中央商务

区项目， 定位为高端滨海商业中心及商务

办公区。

潘明明表示， 随着海南离岛免税政策

红利不断释放， 珠海免税未来有望以三亚

合联项目为战略支点，拓展离岛免税业务，

实现“免税+高端零售” 的进一步融合，形

成在旅游消费行业的全领域优势， 推动

“大消费”主业做大做强。

面向未来，潘明明表示，珠海免税将从

长远角度和战略高度， 把握中国旅游发展

新趋势， 充分发挥经营品类全、 网络布局

广、运营管理能力强等资源优势，着力打造

海南自贸港与粤港澳大湾区合作交流的示

范标杆，为旅游及消费复苏增添新活力。

426亿元

截至2023年一季度末，小米整体存货

金额为426亿元，同比下降超24%，环比下

降超15%，实现连续三个季度下降，为近九

个季度以来最低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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