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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山东省商务厅日

前联合山东省老字号企业协会

共同发布了《山东老字号发展

报告》白皮书。白皮书显示，目

前山东共拥有省级以上老字号

企业 346 家，平均“年龄”96

岁，百岁以上的105家，年营业

收入过亿元企业99家。

据山东省商务厅副厅长

王洪平介绍，山东346家老字

号中，经商务部认定的中华老

字号企业66家，经山东省商

务厅认定的山东老字号企业

280家。

“山东具有百年以上历史

的企业(指1919年及以前创立

的商号，如青岛啤酒、宏济堂、

春和楼等)共105家，营收规模

421.86亿元。”王洪平说。

当前山东老字号企业总体

发展良好，但企业间发展不均

衡。青岛啤酒、烟台张裕、东阿

阿胶、德州扒鸡等老字号已成

为知名国际品牌，但还有一部

分企业仍停留在传统家庭作坊

式生产阶段，没有建立现代企

业制度，企业规模不大，品牌知

名度不高，有的甚至处于亏损

经营状态，保护和传承面临严

峻挑战。

王洪平透露，山东将升级

各项措施不断为老字号注入新

活力，包括举办老字号文化创

意设计大赛、第三届中华老字

号（山东）博览会，策划实施“老

字号惠民快闪店”、中华老字号

儒家文化行、走进古商城等活

动，创新举办“山东品牌高铁

行”活动，利用老字号博物馆、

文化馆发展工业旅游项目，升

级完善全省老字号公共服务平

台功能，推动老字号积极对接

资本市场等。

此外，山东省346家老字

号企业，已有半数的企业开展

了电子商务，如扳倒井集团

2018年电商营销额达2.15亿

元，增长31%，占全部销售的

比重已接近5%。

（孙晓辉）

本报讯 在日前举办的天

津开发区2019年首批重点招

商项目签约仪式上，50家企业

先后与天津开发区管委会签署

投资合作协议，总投资规模超

过600亿元。这其中有不少企

业来自北京，助力京津冀产业

融合进一步提速。

天津开发区是我国首批国

家级开发区，是开发开放的滨

海新区的一部分。三星、丰田、

大众汽车、诺维信等一批跨国

企业在此投资设厂，是外企在

华投资的主要聚集地之一。

据天津开发区管委会相

关负责人透露，本次签约落

户的企业涉及信息安全、大

数据、移动互联网、精益设计

制造等多个战略性新兴产业

领域，并在所处行业处于领

先地位。

在超过600亿元的总投资

中，投资规模在10亿元以上的

企业达到13家。天津一汽丰

田汽车有限公司新一线项目及

泰达工厂12万辆新能源汽车

项目投资额为71.72亿元，厚

朴投资系列项目投资规模达

230.1亿元。

该负责人表示，多家京企

集中落户是本次签约的一大

亮点。北京永安信通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致力于为煤炭化

工、轨道列车行业提供物联网

监测监控精准定位以及为智

慧城市建设提供核心基础定

位技术解决方案。该公司财

务总监孙爱芬说，这次将总部

和研发中心落户在天津开发

区是响应京津冀协同发展，结

合公司发展需求制定的举

措。北京市海安停车管理有

限责任公司是致力于智能停

车产业的企业，总部在北京中

关村。该公司将在天津开发

区建立数据中心、远程运营中

心和销售中心，辐射天津市及

整个华北地区。

今年前5个月，天津开发

区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9.5%；新增市场主体3828家，

同比增长6.5%。截至目前，天

津开发区市场主体累计数量已

达6.3万家。 （毛振华）

本报讯 2019年台北食

品展近日举办，多位台湾农产

品展商表示，大陆是最重要外

销市场，盼两岸关系好，产品旺

销大陆。

高雄月光山蔬果运销合

作社此次参展带来金钻凤梨、

蜜宝火龙果等特色水果及酱

凤梨等加工农产品。该合作

社负责人桂在兴表示，台湾盛

产亚热带水果，种植的凤梨等

水果口感好、品质上乘，广受

岛内外欢迎。

“大陆是我们最重要的外

销市场。若能实现产销一体，

不仅能满足大陆人民的消费需

求，对台湾农民也大有帮助。”

桂在兴说，希望两岸在农业领

域加强合作，共创双赢。

桂在兴说，与去年相比，今

年销往大陆的农产品有较大幅

度增长。希望两岸关系好，更

多农产品销往大陆，帮助台湾

农民打开销路。

台东县东河乡的泰源幽谷

出产猕米。东河乡大百吉商行

执行长蔡礼闱说，这种糙米Q

弹有劲，富含维生素和膳食纤

维，被视为一种“养生米”，在岛

内很受欢迎。

蔡礼闱注意到，台东池上

的大米已在大陆电商平台上有

所销售，每公斤价格达数百元

新台币。“我们也希望泰源幽谷

猕米能进入大陆市场。”蔡礼闱

说，对其产品有信心，关键是打

开通往大陆市场的销路。

台东县关山镇的展商“东

轩坊”带来红乌龙茶、香米等

农产品。该展商负责人林振球

说，关山米在岛内非常受欢

迎，不少台商回大陆时都会带

上关山米。日前，已有大陆台

商与其接洽，希望将关山米销

往大陆。

林振球表示，乐见关山米

进入大陆市场，希望更多农产

品卖到大陆，让更多台湾农民

受益。

（石龙洪 何自力）

□ 龚 雯 周 蕊

抢购“网红”联名系列衣服，

顾客从门下爬进店内；为喝“网

红”奶茶，动辄要排三四小时的

队……一些“网红”产品背后已

经形成一条利益链，助推着“网

红”的虚火。

衣服遭哄抢奶茶排长队
消费者惊呼“看不懂”

近日，优衣库与潮流艺术家

KAWS的联名合作系列产品发

售。线上发售没多久便被“一抢

而空”，网友拍摄的视频和图片

显示，有的门店卷帘门还未完全

开启，顾客就从门下爬进店内开

抢，甚至扒走模特身上的衣服。

不少消费者惊呼“看不

懂”。“不就是一件印有特殊图案

的衣服嘛，有啥好抢的。”在上海

工作的潘成说。

与优衣库火爆程度不相上

下的还有大白兔奶茶店。位于

上海马当路的凯德晶萃广场3

楼，尽管是工作日下午1点多，

这里依然排长龙，在队伍最前面

的顾客排队时间超过3个小时。

工作人员表示，店面通过发

放手环的方式排队，每人限领一

次手环，不可重复领取，一人限

购两杯奶茶，每小时大约发放

100个手环。

没有买到的消费者翘首以

盼，买到的消费者第一时间拍照

发朋友圈。“大白兔是童年的记

忆，只吃过糖，没喝过奶茶，很想

尝个鲜。”上海市民陈女士说。

助推“网红”虚火
推手跑腿 黄牛“一条龙”

有的“网红”背后是一条完

整的利益链：社交媒体上的水军

推手炮制热点，跑腿代购助推排

长龙，黄牛加价倒卖甚至已经

“App化”。

业内人士表示，有意打造为

“网红”的店铺和品牌，一般在新

进入一个城市或者发售新的系列

产品时，会提前联系生活方式类

和美食类微信公众号、微博账号、

抖音账号投放软广告，看起来仿

佛是“素人真实体验”，其实是从

几千元到数万元的报价“堆就”。

通过一些强烈刺激性的词语宣

导，为品牌和产品贴上“流行”“当

红”“火爆”等标签，吸引消费者前

往实体店消费。还有一些品牌，

为了强化“大排长龙”的噱头，甚

至还会雇用“黄牛”来捧场，刻意

营造出“产品非常抢手”的形象。

一名网络平台的跑腿代购

员谈到，一杯19元的大白兔奶

茶、21元的大白兔提拉米苏奶

茶，在线上可以卖到60元~80

元，消费者可以直接通过App

里的“跑腿代购”下单。“我接单，

找几个亲戚一起排队，一天可以

送出去大约10杯，赚几百块，比

跑腿送其他商品强得多。”

在某交易二手潮流品牌的

App上，炒作“网红”限量产品

已经形成了一条成熟的产业

链。发售不过两天，优衣库本次

联名系列已经被加价销售超过

1400单。部分优衣库联名系列

的产品被炒到一倍以上的价格，

还提供平均成交价格供消费者

参考是否需要“逢低买入”。

一名资深“黄牛”认为，一般

加价余地大的是发售量小的全

球限量联名系列产品。“这种一

般不安排补货，加价余地更大；

知名品牌都提供七天无理由退

货，即使最终无法加价卖出去，

也不至于砸在手里。”

练好内功是关键
告别短暂的“保鲜期”

业内人士认为，互联网等科

技革命不断激发出新灵感，服务

创新业态层出不穷。衣食住行

行业更是容易产生“网红”的温

床。只是，当一阵风吹过，还有

多少人愿意为“网红”买单。

其实，“网红”过山车似的由

盛而衰的案例并不少。一种是

品质不过关，比如，“Farine”面

包店因使用过期面粉被监管部门

勒令关停；“一笼小确幸”中央厨

房违规加工一款名为“拿破仑”的

点心，加工过程中受到沙门氏菌

污染，导致71人食物中毒。

另一种是新鲜劲儿散得快，

比如，曾经排队数小时的“赵小

姐不等位”，有不少顾客是冲着

“店主为了满足妻子吃饭不等位

而开这家店作为礼物”的品牌故

事去“拔草”。还有“泡面小食

堂”，尽管泡面种类比日常超市

丰富，店内墙面贴有不少文艺短

句，但是一些“打卡”过的网友吐

槽：就是来拍几张照片发朋友

圈，论口味不会再来第二次；“泡

面+配菜”吃一碗几十块，有点坑

人，生意冷清或在意料之中……

“网红”该如何摆脱被下一波

“网红”替代的命运？复旦大学新

闻学院副教授沈国麟认为，想要

告别短暂的“保鲜期”，真正成为

“百年老字号”，需要的是真实的

口碑和忠实的顾客群，换言之，店

家要在“看不到的地方”练好内

功，而不能做一只“绣花枕头”。

上海市商业经济学会会长

齐晓斋也表示，消费者在选择

“网红”时看中的是创意、颜值，

可谓见仁见智。但是“网红”也

要有“内核”，过度依赖市场营销

等外部烘托，迟早会凉凉。

□ 韩 洁 王雨萧

“618”购物节期间，京东平

台累计下单金额达2015亿元；

天猫上百个国内外品牌成交额

超去年“双11”，最高增长超40

倍，110 多家品牌成交额过亿

元；截至6月18日晚6点，苏宁

全渠道订单量同比增长133%；

6月19日0点前，拼多多平台订

单数已超11亿笔……

6月19日，各大电商平台陆

续披露的交易大数据显示，不断

创新高的交易额折射高质量发展

大背景下的中国经济新活力，更

彰显中国消费格局的悄然变化。

“品质消费”渐成主流

“618”大数据再度彰显中

国消费升级趋势。京东平台高

端旗舰手机单品销量 Top20

中，价格超过2999元的手机占

据8席；华为品牌日当天，P30

Pro获得单品销量冠军。5G技

术发展带来高速路由器的热销，

6月18日当天前1小时销量为

去年同期的27倍。

除了满足“刚需”的大家电，

提升生活品质的小家电也十分

走俏。天猫数据显示，电动牙刷

在“618”开场第一分钟就卖掉1

万多支，16 小时销量破 40 万

支。聚划算平台智能锁销售额

同比增长454%，滤水器同比增

长 243%，蓝牙耳机同比增长

1516%，车载小冰箱同比增长

78%。在网易考拉全球工厂店，

无线吸尘器、家用射频美容仪等

商品成最受欢迎消费品类。

“服务型消费”现大潜力

服务型消费商品在这个

“618”强势崛起。京东平台数

据显示，6月1日~18日，国际酒

店类商品成交额同比增长 7.6

倍，互联网医院问诊量同比增长

36倍，汽车安装服务销量同比

增长105%。苏宁在“618”期间

推出主打快递代收代寄、家电维

修清洗的“1小时服务圈”，受到

消费者欢迎……

从“买商品”到“买服务”，网络

零售逐渐走向线下，融入生活。不

同产业间的边界正在逐渐消失。

城乡消费格局正在改变

拼多多数据显示，一二线城

市消费者正呈现“向下趋省、向

上趋好”的消费趋势，他们对最

顶尖商品的需求旺盛，同时也是

产地直发的平价农产品最大的

消费群体。

“以前是农业农民支持工业

和城市，现在一二线城市居民通

过电商平台消费农产品，这也是

一种消费反哺。”拼多多AI数据

研究院首席分析师王涛说。

在很多人的传统观念里，价

格敏感型“小镇青年”习惯了“9

块9”的低价货，他们对更高的

品质有需求吗？“618”大数据给

出了不一样的答案。

跑步机品牌亿健推出千元

跑步机“亿健note”，在“618”天

猫聚划算上线后销量一路攀升，

购买者7成来自三线~六线城

市，风靡于北上广深的健身热

潮，已经吹到了中西部小镇。据

统计，“618”期间，聚划算为品

牌带来3亿以上新客，小镇青年

的品质购物需求彰显下沉市场

广阔空间。

“爱吃”“爱美”也是生产力

“吃货”和爱美人士跻身消

费新主力，消费升级趋势下，“舌

尖经济”和“美丽经济”正在成为

拉动消费的新增长点。

京东生鲜6月18日销售生

鲜产品共计 8500 吨，成交额

同比增长90%。6月16日第1

小时，天猫售空140万支棒冰，

“吃货”力量推动应季水果桃

子和车厘子成交额分别上涨

307%和139%。苏宁打出组合

销售，啤酒小龙虾销售同比增

长356%……

网易考拉“618”开跑 1 小

时，乳液面霜、面部精华和爽肤

水在最受欢迎品类TOP5里占

据三席；京东全球售主站美妆护

肤 类 商 品 成 交 额 同 比 增 长

412%；天猫美妆成交额同比增

长70%以上，6月16日仅花59

秒即成交额破亿。不少男性消

费者也在加入爱美大军，“618”

开场第一小时，京东男士面部护

肤商品成交额同比增长287%。

亮眼消费数据的背后，是中

国消费者生活方式和消费习惯

的改变。

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国际贸

易研究部主任赵萍表示，透过

“618”大数据可以看到，品质化

越来越成为消费主流。消费升

级大趋势下，对商家提出更高要

求，如何进一步创新供给，更好

满足消费者对美好生活的需求，

是所有电商和品牌下一步需要

努力的方向。

从“618”大数据看中国消费新活力
“舌尖经济”和“美丽经济”正在成为拉动消费的新增长点,品质化越来越成为消费主流

“网红”要有“内核”才能降“虚火”
“网红”想真正成为“百年老字号”，告别短暂的“保鲜期”，需要的是真实

的口碑和忠实的顾客群，应避免过度依赖市场营销等外部烘托

20192019食品食品产业健康产业健康
发展大数据交流会发展大数据交流会

在京在京举举行行
近日，2019食品产业健康发

展大数据交流会在北京举行。本

次交流会围绕食品行业新技术、

新平台、新业态、新发展，通过对

食品行业发展及相关数据的研讨

交流，探讨互联网大数据时代食

品安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化建设方向、措施建议，提高食品

安全监管效能，推动食品产业健

康发展。图为交流会现场。

新华社记者 鲁 鹏 摄

山东346家老字号平均“年龄”96岁
99家企业年营业收入过亿

50家企业集中签约天津开发区
总投资规模超600亿元

大 陆 是 最 重 要 外 销 市 场
台湾农产品展商盼两岸关系好，产品旺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