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来，主题公园成为中国投资领域中

的“新贵”。

4 月 8 日，世界第六个迪斯尼乐园在上

海浦东举行开工典礼。

5 月 13 日，连云港西游记文化主题公

园宣布将于今年 7 月动工建设。

5 月初，长三角地区也宣布要重磅建

设首个凯蒂猫（Hello Kitty）家园项目，包括

即将于未来几年内建设的航天主题公园等

也在规划中。

5 月 18 日，广东虎门表示将打造万亩

中国近代史主题公园。

5 月 27 日，中弘地产召开北京美猴王

主题公园项目推介会。该公园一期计划于

2014 年开园营业，一期投资约 50 亿元，整

个项目投资约 100 亿元。

然而，“除了华侨城，现在很多主题公

园的日子并不好过，有些甚至至今仍然在

赔钱，有的则是放弃。”大地风景国际咨询

集团合伙人盛永利透露。

来自北京零点市场调查分析公司的报

告显示，中国主题公园 70%处于亏损状态，

20%收支持平，真正盈利的只有 10%左右。

一边是不断涌入的热钱，一边是难以

为继的经营局面，冰火两重天的主题公园

路在何方？

迪士尼彰显磁场效应

有关方面预计，上海迪士尼乐园营业后，

每年将吸引 1000万人次的游客。对此，复旦

大学旅游系教授杨正泰认为，如此大的客流

除了将辐射至上海及其周边地区之外，整个

长三角地区也都将受益。“迪士尼的到来，或

许能促使长三角地区的主题公园走向繁荣。”

事实上，上海迪士尼乐园只是迪士尼中

国战略的冰山一角。作为多元化传媒娱乐巨

头，迪士尼通过动漫影视网络渗透至现实和

虚拟世界的每个角落。它的年收入30%来自

门票，30%来自购物，还有 40%来自其他方

面。可见，迪士尼集团的主要收入并不产自

游乐园，而是来自于迪士尼品牌的产业链。

据上海旅游景区方案独立制作人刘云

平分析，在国内现有的游乐园项目中，华侨

城的欢乐谷系列与迪士尼产品类型最为接

近，“但仅从创意策划这一角度说，欢乐谷

还没超过迪士尼乐园 1955 年开业时的水

平。中国主题公园如果一味跟在迪士尼的

后面走，就会变得被动。”

中国主题公园短板

在上世纪90年代，中国游乐业经历了一次

“造园运动”。 1989年，深圳华侨城建立“锦绣

中华”，标志着中国主题公园的诞生。在其后的

20多年间，2500多个主题公园在中国如雨后春

笋般涌现，随即又以同样的速度纷纷倒闭。

1995年，世界大观在广州市天河东圃开

园。当时，该园内设立了时代广场、巴黎歌

剧院、古希腊剧场、阿拉伯剧场、英国剧场、

日本剧场六大剧场和飞机舰船表演、综合游

乐场、水上运动场、美国娱乐等四大游乐区，

其规模气势在广州几乎无可匹敌。

1996 年间，世界大观的门票收入月进

两三千万元，每月平均客流量超过 10 万人

次。然而，由于未能及时更新游乐设施以

吸引游客，加之公园经营陷入债务泥潭，世

界大观随后一蹶不振。2005 年 3 月以来，世

界大观曾两度试图拍卖股权，但最终都以

流拍告终。主题公园上演了惨烈的一幕。

此后，其他主题公园也纷纷关门，1999

年，广州番禺飞龙世界关门；2000 年，上海

环球乐园关门；2004 年，广州东方乐园关

门；2007 年，杭州未来世界关门……

针对中国主题公园的发展困境，中国

旅游协会常务副会长吴文学指出，其主要

问题是简单拷贝海外同业，缺乏创意；在建

设初期没有做好可行性研究，急着回收投

资，导致过度开发地产，丧失旅游业本质；

同时，大多数中国主题公园衍生品收益仅

占整体收入的 10%左右甚至更少，过于单

一的门票收入模式也不利于发展。

打造中国主题公园航母

虽然世界级主题公园能产生巨大的磁

场效应，中国主题公园面临严峻的挑战，但

中弘地产董事长王永红依然很乐观。他认

为，迪士尼不可能垄断中国游乐业，具有实

力的主题公园将在与迪士尼的博弈中学习，

并提升本土主题公园的核心竞争力。正如

美国主题公园逐渐集中于几个大集团一样，

中国也将出现自己的“主题公园航母”。

频抛橄榄枝

外资掘金中国电影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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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速递新闻速递

正眼看待食品安全

消费者应理性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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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象频生是目前中小企业信息化市场

最显著的特征之一。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个

市场一直剪不断理还乱？日前，一场关于

中小企业信息化市场标准的研讨会在京举

办。与会专家分成两派，对中小企业信息

化市场乱象形成的原因展开争论。

一方认为，中小企业市场乱象产生的根

本原因在于中小企业自身对信息化的错误理

解和对企业发展现状认识不清提不出具体的

信息化需求所致。另一方则认为，目前，导致

乱象的主要责任在于信息化服务商没有真正

理解中小企业信息化需求，没有深入了解中

小企业的真实需求，从而导致信息化基础资

源脆弱的中小企业信息化雪上加霜，进一步

扰乱了整个中小企业信息化市场视听。

对此，中企动力数据与客户研究中心负

责人刘丹卿指出，从中企动力 2010 年进行的

中小企业网站建设与应用调查结果看，中小

企业的网站普及率为 37%，没有经营网店和

建立网站的企业高达 50%，市场空间还很

大。在阿里巴巴注册网店的企业里，也有

50%的公司建设有自己的网站，越来越多的

企业开始理解和建设信息化网站。

据国家发改委和工信部的调查显示，近

几年，随着互联网的进一步发展和普及，中

小企业互联网的应用水平进展明显。如今，

80%的中小企业具备了互联网接入能力，有

20.5%企业有内部网应用，32.8%的企业有电

子邮件系统，管理层 39.3%使用电子邮箱。

另外，作为中小企业信息化建设的支柱，

中小企业网站建设状况有所好转。去年 12

月底，全国中小企业网站建设比例达到 43%，

27.8%的中小企业建立了独立的企业网站。

然而，互联网接入和企业网站建设远远

不能代表中小企业信息化建设的全部。国内

所有企业中，46.8%的企业有报税应用，24.5%

的企业具有会计电算化应用，有办公应用的

占 16.4%，生产型企业 8.9%具有生产过程自

动化应用，14%的企业具有建立企业门户网

站应用。从信息化业务系统建设角度来看，

中小企业信息化整体应用水平依然很低。

业内人士表示，虽然中小企业信息化市

场广阔，但中小企业信息化整体水平不高，亟

须了解其需求且有经验有实力的信息化服务

商来提供符合他们需求的信息化运营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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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企业再陷资金“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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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特约记者 陶海青

中国主题公园能走多远

本报常年法律顾问
■ 北 京 市 炜 衡 律 师 事 务 所
■ 赵 继 明 赵 继 云 律 师
■ 电 话 ：010-62684388

中国上调15省电价
遏制高耗能行业

为缓解愈演愈烈的“电荒”，中国

决定自 6 月 1 日起上调 15 个省份的工

商业、农业用电价格，居民用电价格保

持不变。此次调价将减少火电企业的

亏损，并遏制高耗能行业的过快发展。

人民币境外结算
今年将超万亿元

中国银行业协会专职副会长杨再

平日前表示，目前，已经推动的跨境贸

易人民币结算就是针对我国外汇储备

过高的整套解决方案中的重点之一。

据他介绍，人民币境外结算今年第一

季度接近 4000 亿元，今年全年肯定会

超过 1 万亿元。

中国海外并购迎第二轮热潮

据 德 勤 近 日 发 布 的 最 新 报 告 显

示，强劲的经济增长，以及企业寻求海

外运营多样化，推动了中国境外并购

活动显著上扬。2009 年第三季度初至

2010 年第二季度末，中国境外并购总

共 143 笔，总金额达 342 亿美元。“主要

集中在矿业和油气领域的第一轮海外

并购热潮，现已逐渐被以农业、制造

业、金融服务以及汽车领域为主要目

标的新一轮并购热潮所取代。”德勤相

关负责人谢其龙如此表示。

希腊“钱”景不妙

欧盟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

原本希望，通过 7500 亿欧元巨额救助

机制使部分高负债的欧元区成员国债

务状况逐步稳定。然而，事与愿违。

据国外媒体报道，由于希腊无法如期

返回债券市场融资，且可能需要更多

援助贷款填补债务“黑洞”，欧盟领导

人正就此展开磋商，并可能达成新的

救助协议。根据该协议，作为希腊重

新安排债务协议的条件，该国经济将

受到空前规模的外部干预。

（本报综合报道）

6 月 1 日，由中国贸促会、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主办的 2011 中

日绿色博览会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开幕。

此次博览会以“中日携手共创绿色未来”为主题，力求成为促进

中日企业开展贸易投资、务实合作的高层次、专业性博览会。这是

日本大地震后中日经济界的首次大型务实性合作，也是中两国就绿

色环保产业首次进行大规模对接协作。

全国政协副主席白立忱、中国贸促会会长万季飞、日本经济团

体联合会会长米仓弘昌等出席了开幕式。图为全国政协副主席白

立忱（右二）、中国贸促会会长万季飞（左二）参观展会现场。

本报记者 周春雨 摄影报道

■ 本报记者 王 哲





本报讯 中国在稀土市场上的地位未

来很可能遭遇世界第一铁矿石厂商——巴

西淡水河谷的挑战。

据国外媒体消息称，巴西科技部长阿

洛伊西奥·梅尔卡丹特日前表示，淡水河谷

正准备进军稀土矿业领域。巴西正试图在

全球最受欢迎的金属元素供应方面，与中

国开展竞争。

稀土是信息、生物、能源等高技术领域

和国防建设的重要基础材料。一直以来，

中国都是全球稀土出口第一大国，但由于

过度开采，致使中国可采储量大幅下滑。

不 仅 如 此 ，一 项 数 据 显 示 ，从 1990 年 到

2005 年间，中国稀土出口增长近 10 倍，但

价格却下降了 50％。为防止这一“工业黄

金”遭贱卖，中国政府也随即采取了限制产

量的措施。

业 内 人 士 认 为 ，淡 水 河 谷 即 使 进

入 稀 土 领 域 ，短 期 内 也 难 以 形 成 规

模 。 不 过 ，据 此 前 分 析 人 士 预 测 ，在 中

国 限 制 稀 土 出 口 后 ，不 少 国 家 开 始“ 自

力 更 生 ”。 所 以 ，2013 年 将 是 全 球 稀 土

供 应 格 局 发 生 转 变 的 拐 点 ，那 时 也 将

是 真 正 考 验 中 国 是 否 能 掌 握 稀 土 价 格

话 语 权 的 时 候 。

（静 安）

淡水河谷欲染指稀土

热浪来袭 港口企业运煤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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