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年7月19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张正伟9 NINGBO DAILY风向标

观 市

听 潮

记者 孙佳丽

“水果真的太贵了，希望我的
白雪公主推着一车苹果来‘迎娶’
我！”“别拦我，我要回家种水果去
了”……

前两天，微博号“中国新闻
网”发起了一个投票：6月份水果
价格涨幅超 40%，你怎么看？超
6000 名网友参加了此次投票，其
中 64.7%的网友表示“贵了，快吃
不起了”，25.8%的网友希望水果价
格尽快降下来。

国家统计局7月10日公布的数
据显示，今年 6月，我国居民消费
价格总水平即 CPI 同比上涨 2.7%，
涨幅与上月持平。其中，鲜果价格
上 涨 42.7% ， 猪 肉 价 格 上 涨
21.1%，鲜菜价格上涨 4.2%，是物
价上涨的重要因素。就宁波而言，
今年 6月，宁波市区 CPI同比上涨
2.4%，其中食品价格上涨 4.5%，
鲜 瓜 果 、 猪 肉 的 价 格 分 别 上 涨
44.9%和15.9%。

水果、猪肉想“自由”，难！

“明明挑的是同类里最便宜
的，没想到一结账这么多钱。”昨
天，家住东部新城的“白领”陆晶
晶走进一家普通的水果店，买了 1
个芒果、1盒番茄、4个橘子、1串
葡萄和 1 小盒蓝莓，原本预算 100
元，没想到最后付了150多元。

她告诉记者，本来想买枣子、
樱桃和葡萄，但是看到“枣子，每
千克 130 元”“樱桃，每千克 150
元”“葡萄，每千克 200 元”的标
价，立马傻眼了。“原来，我连水
果都买不起了。”陆晶晶自嘲道。

不仅是水果，前天，记者走访
菜市场时了解到，很多居民表示猪
肉价格偏高。在奉化庄山菜市场，
居民王大妈正在倒苦水：“猪肉价
格去年每公斤 30 元以内，现在都
快 40 元了，而排骨每公斤的价格
就没低过50元。”

记者通过宁波智慧价格平台查
询各大菜市场的水果和猪肉价格发
现，7 月 17 日，苹果每千克 12 元
到 24 元不等，梨每千克 6 元到 22
元不等；肋条鲜猪肉每千克 30 元
到 44 元不等，肋排每千克最低也
要46元。

“从统计数据来看，食品价格

上涨是导致我市上半年CPI上涨的
主要因素。”市商务局相关负责人
说，根据 2016 年调整权重后的新
统计口径，CPI食品类主要分为粮
食、食用油、鲜菜、畜肉类、水产
品、蛋类、奶类、鲜果等 8个细分
类别，而鲜果和猪肉价格的上涨直
接影响了我市食品价格的上涨。

记者还从宁波市生活必需品市
场监测系统上发现，从 6 月 3 日至
6月30日，苹果、梨以及香蕉等非
当季水果价格均处于高位，平均价
格环比持续增长，而猪肉虽是消费
淡季，但整体看价格仍处于上涨阶
段。

据农业农村部前天发布的数据
显示，上半年，我国“农产品批发
价格 200 指数”为 113.70，比去年
同期高 8.36 个点。6 月份重点监测
的富士苹果、西瓜、香蕉等水果，
均价达到每公斤8.39元，同比上涨

51.7%。6 月份，全国猪肉批发市
场均价达到了每公斤 21.59 元，同
比上涨29.8%。

看 来 ， 水 果 猪 肉 想 要 “ 自
由”，市民还得再等等。

涨的为何是水果、猪肉？

“难道我们要像日本一样分场
合和情境吃水果了吗？”暑假到
了，在日本留学回来的王多多兴致
勃勃地冲进水果店，想在国内好好
吃一顿水果。可是他发现，水果店
里 苹 果 最 便 宜 的 也 要 每 公 斤 13
元，而他一向比较爱吃的红富士苹
果每公斤高达 20元。“日本山多地
少，水果价格高，中国为何也这么
贵？”王多多很疑惑。

“水果价格持续高位运行，具
有明显的阶段性、季节性特征。”
市商务局相关负责人说，由于我市
大多数水果来自外地，因此价格的
波动也大。

据市蔬果批发市场相关负责人
介绍，我市苹果主要来自山东、陕
西等地，这两个地区由于去年遭受
极端天气，苹果总体减产近三成，
存储量不足，而包括荔枝、龙眼等
在内的时令水果今年也减产，间接
推高了苹果的价格。

不同于水果价格上涨的阶段
性、季节性特征，猪肉价格的上涨
是一个持续性的过程。“目前我市
每 天 生 猪 的 供 应 量 在 5000 头 左
右，70%来自江苏、山东、河南、
江西等省份，从今年 3 月份开始，
这些地区的生猪批发价开始上涨，
6 月涨幅有所扩大。”市肉禽蛋批
发市场相关负责人说，供需阶段性

失衡是导致我市肉价上涨的主要原
因。近期东北毛猪价格大幅上涨，
同时受非洲猪瘟疫情影响，猪肉供
应紧张、价格上涨的局面 7月份会
集中显现。

CPI下行，还要再等等

我市食品价格，尤其是水果和
猪肉的价格，仍会上涨吗？

“进入 7 月以后，随着翘尾因
素逐渐回落以及非洲猪瘟疫情逐步
得到控制，预计我市CPI同比涨幅
会在‘2 字头’维持一段时间。”
业内专家表示，水果价格在前期创
出历史高位后，有望率先步入季节
性下行趋势。

“水果替代性较强，随着西
瓜、甜瓜、桃等本地时令水果大量
上市，价格有望止涨下跌。”市蔬
果批发市场一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目前，我市西瓜批发均价已经开始
下跌，陕西、甘肃等地供应商也反
馈，部分苹果主产区今年有望增产
30%，预计秋季大量上市时，苹果
价格会高位回落。

“这个月，我市食品价格将维
持相对的稳定。”市商务局相关负
责人分析，随着三伏天的来临，消
费者对肉的需求量有所减少，加上
跨省调运的逐步恢复，猪肉价格未
来走势会趋于合理。

不过，随着台风天气的来临，
本地蔬菜上市可能趋紧，本月菜价
会上涨。鸡蛋价格则以稳为主，后
市随着天气变热可能小幅上涨。

在食品价格持续上涨的背景
下，也有不少市民想出了应对的

“过墙梯”。

当市民纷纷调侃连“水果自
由”都实现不了的时候，大学生小
杨却“大手笔”抱着一箱 5公斤的
大芒果回到了宿舍。“水果价格涨
得很厉害吗？看我从网上买的，一
大箱只要 37元，还包邮。”小杨得
意地说。

虽然线下水果价格高，但是线
上却在频频打折。对于网购者来
说，每逢水果上市期或一些特定的
日子，在“京东生鲜”“淘宝淘鲜
达”“天猫超市生鲜”“拼多多”等
电商平台，都能淘到、拼到半价甚
至更低价格的水果。

身为家庭主妇的梁女士也自有
“妙计”。据梁女士介绍，为了降低
自家菜篮子的花销，她开始“转
战”地摊、平价超市和郊区农贸市
场。“超市蔬菜肉类的价格普遍比
农贸市场低，如果关注促销活动，
还能买到更便宜的。”梁女士说，
在生活中，她也有不少规避高物价
的方法，比如，米贵了，就临时多
吃点面食；包子涨了，就学着自己
买面粉做包子。

目前，我市除了水果、猪肉以
外，蔬菜、水产的价格相对稳定。
据统计，今年 6月，我市市区鲜菜
价格仅同比上涨 0.1%。“供应渠道
多，整体处于供大于求的状态，蔬
菜的价格基本维持在全年较低水
平，甚至呈环比下降趋势。”市蔬
果批发市场相关负责人说。同时，
受前期梅雨天气影响，淡水产的运
输、存储成本有所提升，但整体水
产品的价格涨幅较小。据介绍，目
前市面上销售的冷冻海鲜平均价格
每公斤只有 20.54 元，环比
仅上涨0.6%。

水果、猪肉价格居高不下

宁波菜篮子何时“轻”下来？

超市加大供应，平抑蔬菜瓜果价格。 （孙佳丽 摄）

在三江超市配送中心，鲜猪肉的供应量正在企稳回升。 （孙佳丽 摄）

从城市到农村，从内销到出
口，从零散的网络零售到高度集
聚的电商集群……今年上半年，
宁波电子商务发展成果喜人。昨
天，记者从市商务局获悉，1至
6 月，我市实现全网零售额 856
亿元，位列全省第三；全网零售
量 20.5 亿件，店铺数量达 9.6 万
家。

其中，家电网络零售额在省
内遥遥领先，占比达56%。今年
6 月 18 日，奥克斯空调一马当
先，继续以“互联网销量第一”
的优势领跑空调板块；方太占据
京东自营烟灶类销售榜榜首。

此外，电脑办公、户外运
动、医药保健等行业的产品网上
销售额也位居全省前三。

我市电子商务持续向农村
“末梢”延伸。今年 4 月底，象
山在定塘镇盛平山村开展了为期
三天的直播、短视频拍摄等新零
售培训，通过培育扶持，目前盛
平山村已成立宁波盛岼电子商务
有限公司以及 4个直播团队，建
立电子商务众创空间，“网红”
电商村初具规模。

据了解，今年上半年，我市
农村网络零售额突破了 300 亿
元 ， 占 全 市 网 络 零 售 总 额 的
35.9%，高于全国 21 个百分点，
在全国城市中排名第五。“农村
电商的发展解决了宁波广大农村
地区农产品销售难的问题，帮助
广大农民拓展了增收途径，还从
源头上解决了农村人口就业问
题。”市商务局相关负责人告诉
记者，我市农村地区目前已拥有
网络零售店铺 2.9 万家，就业人
数达到了7.5万人。

（孙佳丽）

上半年全网零售额
我市排名全省第三

宁波口岸哪类食品进口最
多？近日，据宁波海关统计，今
年上半年，宁波口岸食品进口榜
上，粮食进口稳居榜首，进口额
虽然同比下降 27.2%，仍然达到
19.9 亿元。主要进口品种是大
豆、谷物及谷物粉。进口来源地
主要有巴西、澳大利亚、加拿
大、美国和法国。

紧随其后的是水、海产品，
我市今年上半年水、海产品进口
额达 14 亿元，同比增长 12.8%。
作为海滨城市，进口海鲜扮演了
禁渔期“救市”的角色，除了海
运渠道大量进口外，不少鲜活海
鲜还从宁波空港直接进入消费市
场。

从进口种类看，进口最多的
是冻鱼、冻墨鱼、鱿鱼和冻小
虾，进口额分别为 4.6亿元、2.1
亿元和 1.9 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0.5%、3.1倍和25.5%。另外，冻
金枪鱼及冻鲣鱼进口增势迅猛，
进口额是去年的9.1倍。

排名第三的是乳品，进口额
达 9.8 亿 元 ， 同 比 增 长 43.3%，
主要来源地是新西兰和澳大利
亚。

酒类进口额 7.2 亿元，同比
下 降 6.7% ， 呈 现 “ 冷 热 两 重
天”的局面。其中，葡萄酒进口
额 5.4 亿 元 ， 同 比 下 降 15.9% ；
啤酒进口额 1.3 亿元，同比增长
24.7%。美国仍是宁波口岸进口
肉类的最大来源地，约占进口总
额的 41.3%，但受中美贸易摩擦
影响，上半年，从美国进口的肉
类下降了42%。

此外，上半年宁波口岸的
鲜、干水果及坚果进口额达 3.4
亿元，同比增长 7.1 倍。土耳
其、伊朗和东盟为前三大进口来
源地。 （孙佳丽 潘洁）

上半年
我市粮食进口最多

记 者 单玉紫枫
通讯员 曾凡松

继外贸、外资和外经之后，服
务外包正在成为开放大市宁波的又
一张靓丽名片。昨天上午，笔者从
市商务局获悉，截至 6月底，全市
服务外包企业近 1000 家，从业人
员突破 5万人；今年上半年，全市
承接服务外包执行金额达185.41亿
元，同比增长 10.35%，其中，承
接离岸服务外包执行金额 95.65 亿
元，同比增长19.89%。

“于无声处听惊雷”，服务外包
所展现出的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及

应对市场变化的能力，正与外贸转
型升级相互作用，发生超乎想象的

“化学反应”。

创意集聚 助力升级

“每个做外贸的人都有一个品
牌梦，宁波很多中小外贸工厂长期
以 OEM 贴牌加工为主，产品的附
加值低，缺乏行业话语权。”中国红
星奖和德国红点奖得主、宁波矩成
创意公司创始人王一鸣说，要改变
这一局面，一定要走创新、创意之
路。自 2014 年首次参展以来，他已
连续参加了 10次广交会，每年为超

过 30 家企业提供 200 个设计方案。
至今至少有 220 个案例成功上市，
为客户提升了产品线质量，打造出
多个热销全球的新产品系列。

“从 OEM 起家，慢慢地，企
业希望做 ODM，再实现自主品牌
出口。专业的设计公司就是那个

‘D’，通过加入设计元素，产品溢
价 率 通 常 能 提 升 30% ， 比 普 通
OEM 利润率提高一倍多，能对加
工贸易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王
一鸣表示。

事实上，经过多年发展，宁波
服务外包产业集聚效应已相当明
显。我市主要以和丰创意广场、市

软件与服务外包产业园、鄞州南部
新城服务外包产业园及北仑区数字
科技园等四大省级服务外包示范园
区为载体，引进集聚了一批工业设
计、软件研发、动漫等服务外包企
业。近五年来，四大示范园区完成
服务外包执行额约占全市服务外包
执行总额的一半以上。

规模集聚 提升实力

经过数年服务外包产业氛围的
营造，我市内部企业培育成效显
著。截至 2018 年底，全市有业务
发生的服务外包企业已达 918 家，

从业人员超过5万人。
与此同时，规模企业集聚效应

明显增强。2018 年，承接离岸外
包业务执行金额超 1亿元的企业达
54家，同比增长 63.7%。服务外包
产业的发展也推动了就业人数的不
断增长。2008 年至 2018 年期间，
宁波服务外包从业人员从1.42万人
迅速增加，年均增长15%，成为我
市吸纳社会劳动力就业尤其是大学
生就业的重要抓手。

目前，在商务部公布的全国
31 个服务外包示范城市综合评价
中，宁波服务外包产业整体发展水
平已跻身全国前15强。

服务外包与外贸转型产生“化学反应”
上半年，全市服务外包执行金额逾185亿元，同比增长10.3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