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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中小企业的生存与发展受到严峻考验。一场场产业链对接会让不同的企业

有了更紧密的关联，既解决了资金、技术、人才等难题，又拓宽了发展之路，也成为是浙

江金华推动经济稳进提质的重要抓手。

本报记者杨冉冉

7月30日，钱江摩托发布公告称，拟投

资30亿元在温岭市用于建设摩托车制造项

目。与此同时，钱江摩托在资本市场上受

到热捧。自今年5月发布了股权激励计划

至今，其股价扶摇直上，累计飙升逾80%，市

值站上100亿元关口，成为最近两个多月以

来涨势最为汹涌的摩托车概念股。

有业内人士解读认为，钱江摩托不

惜重金增资扩产的背后，是摩托车行业整

体回暖，尤其中大排量摩托车异军突起，

其欲顺应市场趋势进行产品升级迭代，大

力开拓市场。

中国摩托车商会数据显示，2021年

中国摩托车产销量突破2000万辆，创下

2015年以来的最高纪录。据中商产业研

究院预测，2022年中国摩托车销量将达

约2332万辆，成为一个千亿元级的市场。

市场上，“一车难求”的局面也正在上

演。有媒体报道，在各大摩托车行，排队

买摩托车已经成为一种新常态，因为订单

太多，有的车型已没有现货，需要等待半

年以上甚至一年的时间才能交货。

曾几何时，随着汽车的普及、道路安

全、噪声污染，以及行业内部存在的低端

产品集中、品质把控不足等问题，摩托车

渐渐离开了主流视野。如今，摩托车市场

春风又吹，国内居民对出行、玩乐用车多

元化需求的发展，摩托车正成为年轻人的

“新宠”和流量密码。在抖音上，有关“摩

托车”话题的播放量近600亿次，微博“摩

托车”话题则有50余万条的讨论和20多

亿次的阅读，小红书“摩托”词条下有超108万篇笔记。

摩托车重新成为“香饽饽”，带动了培训、驾考、社群等多方

面需求。与此同时，摩托车防护、服饰、改装，以及衍生的摩旅、

文化、展览等延伸产业也发展迅速。京东“618”战果数据显示，

摩托车品类成为今年销售的黑马，摩托车整体成交额同比增长

106%，摩托车头盔同比增长202%，摩托车装备同比增长280%。

值得关注的是，在这一波市场回暖中，中大排量摩托车的

销量一枝独秀，引领了摩托车市场发展。

根据中汽协数据，上半年250CC以上中大排量摩托车累计销

售达到22.22万辆，同比增长46.6%。华西证券研报则预计，2022

年中大排量行业增速超40%，全年将达到40万辆以上的销量。

面对持续高热的市场，摩托车企业大量涌现。天眼查数据

显示，截至目前，我国有摩托车企业147.6万余家，其中，今年1~

7月新增注册企业17.7万余家，增速达49.5%。

国内老牌摩托车企业也在加速发力，接连发布中大排量

新品。以春风动力、豪爵、钱江摩托为代表的头部自主品牌的

研发能力和产品性能在稳步提升，与进口品牌的差距正在不

断缩小。

中国摩托车市场曾经经历过一段艰难时刻，如今又有望

重新踏上复苏之路。随着政策和市场环境的转好，曾被认为

是“夕阳产品”的摩托车正迎来新的春天。

“链”接上下游 扩大朋友圈 解题“急难愁”

做好“链”上文章 助企业稳进提质
本报记者 邹倜然 通讯员 张益晓

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当前，

在三重压力下，中小企业的生存与发展受到

严峻考验。每一次合作、每一个订单，都显

得弥足珍贵。

数据显示，目前浙江省拥有制造业企业

106.7 万家，其中金华市拥有 17.5 万家，今年

前 7个月金华新增注册企业 7100余家。另据

天眼查统计，浙江省拥有 474家“专精特新”中

小企业，位列全国第一，其中金华拥有 33家。

从 6 月 24 日到 7 月 29 日，金华围绕浙江

省“415”和市“2+4+x”产业集群，聚焦省、市

十条标志性产业链，组织开展 12场大型现场

对接交流活动，促进产业链上下游企业产销

对接、产融对接、产才对接、项目落地。

产业链对接会也是金华推动经济稳进提

质的重要抓手。 磁性材料行业“N+S”轻量级

数字化改造对接会、现代纺织产业智能制造推

进会暨产业链上下游对接会、生物医药产业链

合作对接及政策宣讲会……据统计，共有1590
家企业参与活动，对接订单额度 52.7亿元，对

接融资额度56.3亿元，对接工业项目31个等。

“链”接上下游

产业链的实质是不同产业的企业之间的

关联，一场场对接会，让不同的企业有了更紧

密的关联，拓宽了发展之路。

6 月 25 日，浦江县举办供应链、销售链

“双链”一体发展专场对接交流会。活动结束

后，浙江樱宫文化用品有限公司负责人徐经

纬变得十分忙碌，“我们与‘货郎先生’对接上

了，已先后洽谈两次，目前在开发文具类新产

品，以更好地适应‘货郎先生’的销售体系。”

“货郎先生”是指浦江货郎先生工贸有限

公司，其在全国 26省拥有 800多家门店，在产

业链上下游合作中有较强优势。当天，浦江

县 102家制造业企业携产品齐聚“货郎先生”，

奔赴一场“家门口的约会”。这场对接会拉进

双方距离，“货郎先生”新增本土意向合作企

业 50家，初步对接订单额度达 1000万元。

一场“露营产品展”能给企业带来什么？

7 月 8 日至 7 月 10 日，武义县政府协同企业、

直播平台共同打造露营产品展。线下，当地

20 多家旅游休闲产品企业“摆摊”展示新产

品。线上，网红开展直播带货、线上预售，累

计吸引线上观众 1042.67万人（次），实现产品

出货订单达 9万单，涉及金额 1145万元。

武义县有“中国旅游休闲产品出口基地”

之称，户外用品产量和出口量均占全国 40%以

上。今年以来，借助“露营经济”，当地 80%以

上露营装备制造企业营收增长超 50%。“全面

打响‘线上消费主动’，为武义丰富的旅游资

源、坚实的制造基础和强劲的电商经济寻找

最佳结合点。”该县有关负责人表示。

“露营展形式好、效果好，为同行提供交流

机会。”浙江冀通工贸有限公司负责人王之懿

说，该公司生产沙滩椅、公园桌等产品，之前均

为出口，今年尝试做内销。“从这个月开始，车

间工人开始忙碌起来了。”他为之感到振奋。

扩大朋友圈

“加入浙江省智能家居产业链联盟，可以

实现资源共享。”提起 7月下旬在永康举行的

智能家居产业链专场，王力安防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有关负责人支崇铮高兴地说：“智能家

居范围非常广，通过这次活动，我们认识了许

多产业链上的新朋友，合作余地很大。”

智能家居产业是永康市全力打造的六条

百亿元级现代产业链之一。记者获悉，本次智

能家居产业链专场活动不仅加强政、企、学、研、

金等各方力量的合作，成立浙江省智能家居产

业链联盟，还促成智能家电芯片供货战略合

作、智能家居照明产业化等6个项目签约，推动

智能家居产业链协同创新发展生态的构建。

“对企业来说更是如此，协同发展很重

要。”磐安县经商局经济运行科科长潘安的感

受，源于塑料制品产业对接专场活动。

7月 29日，金华塑料制品行业龙头企业和

磐安当地中小微塑料制品企业汇聚一堂，畅谈

产业发展，并根据各自生产状况形成“大带小”

的合作格局。比如，威邦运动科技集团有限公

司和磐安县卓成五金制品厂、浙江盛丰塑胶科

技有限公司，金华春光塑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和金华市新宏远线缆有限公司等签订战略合

作生产协议。“龙头企业带着中小微企业一起

跑，利用各自优势共同进步。”潘安说。

解题“急难愁”

眼下，资金、技术、人才成了制约诸多企

业发展的瓶颈。这也成了金华各县（市、区）

在组织对接交流会时关注的焦点。

日前，金义新区一制药企业负责人很高

兴，在各方帮助下，企业财务成本将近节省

80 万元。“主要是通过知识产权质押贷款贴

息、银行利率调整等方式。”浙江佰信企业管

理咨询有限公司负责人童静说，仅 6 月通过

政府金融贴息政策和银行的大力降息，就为

40家企业控制财务成本近 400万元。

佰信企管是金义新区金融办聘任的金融

顾问单位，也是市场监管局入围的知识产权

服务企业。今年 6 月，金义新区举办融企对

接交流会发现，不少企业对金融市场动态、相

关政策补助等知之甚少。“会议结束后，我们

一对一走访企业，送政策入企，帮助发现并实

际解决有关融资问题。”通过佰信企管服务反

馈，有一家清洁用品企业，光因利率调整就将

近降低财务 40万元支出，这对中小企业来说

是一笔不小的成本。佰信企管童静表示，今

年银行不断加大力度扶持制造业，对于专精

特精和高新企业也有新的银行产品推出，助

力解决企业融资难。

招人引才也是不少企业感到头疼的事。

而且，一些行业还在发展上存在共性难题。

对此，金华棋高一着，举办“揭榜挂帅”电动

（园林）工具行业共性难题创新挑战赛，发榜

11 个共性技术难题，如“提升园林工具使用

寿命”“无刷电动工具产品智能化升级问题”

等。当天，51 个专家团队从全国各地赶到金

华对接，其中 11个技术团队参加现场路演。

“非常及时，非常有效，行业转型升级面

临缺乏高技术人才的窘境，这个活动真正解

决企业痛点。”浙江恒友机电有限公司研发部

部长任翔说。通过政府搭台，恒友机电携手

天津大学合作攻克技术难题。“之前已经花了

3 年时间，但效果一直不理想。”任翔言语间

颇为激动，近半个月来已与天津大学技术团

队对接 3 次，进展很顺利，“我们计划一年内

攻克 4000瓦高压驱动器技术难题，并实现产

品上市，这将极大推动企业发展。”

8月7日，北京丰台区，消费者正在一
家运动品牌门店选购自行车。

一段时间以来，随着城市道路交通的不
断完善和人们对于绿色健康生活方式的追
求，“骑行热”悄然兴起。中国自行车协会
数据显示，2021年我国自行车产量7639.7
万辆，全行业总营业收入达3085亿元。行
业出口额超120亿美元，同比增长53.4%，创
历史新高。

与此同时，自行车及相关配套产品也
迎来了消费热。一些热门车型甚至出现了
一车难求的情况，而一些企业的生产订单
已经排到了明年。 本报记者 王伟伟 摄

“骑行热”助推自行车消费

本报记者 李国

7月 30日，上海海昌海洋公园内的全球首

个奥特曼主题馆开业，被业界视为本土主题公

园走出了多元内容体验的破局之路，或将成为

缓解国内主题乐园“IP焦虑症”的一剂良方。

暑期以来，主题乐园游客数量迅速攀升。

同程旅行平台显示，近一周夜游景区类型中，

主题乐园以占比88%的绝对优势成为首选。携

程平台上，主题乐园热度环比上月大涨77%。

近年来，各地的主题乐园纷纷努力转型升

级，摆脱传统的“门票经济”，与大 IP结合成为

行业探索的新赛道。天眼查数据显示，截至目

前，我国现有 18.9万余家主题乐园企业，今年

1~7月新增3.4万余家，增速高达40.9%。

或将迎来新一轮产业集聚

艾媒咨询数据显示，2021年中国 82.3%网

民表示去过主题乐园游玩，41.6%网民表示自

己半年去 1~2次主题乐园。在此背景下，主题

乐园也逐渐成为拉动旅游产业的重要帮手。

北京环球影城去年 9 月开业时，门票正

式开售 1 分钟内就全部售罄、周边酒店预订

爆满。不仅“霸榜”各大短视频和社交平台，

成功登上中秋全国最热门景区榜首，更是以

“一己之力”带火了主题乐园经济。艾媒咨询

CEO 兼首席分析师张毅认为，北京环球影城

的爆红，与其高质量的电影 IP 密不可分。相

对更灵活开放的 IP 园区组合策略能够使其

不断更新迭代，保持足够的新鲜度。

上海迪士尼从 2016 年开业以来，一直受

到众多关注，开业第一年累计游客接待量超过

1000万人次，并在开业首年实现盈利。据不完

全统计，目前迪士尼拥有数以百计的超级 IP，

众多 IP均有独立的商业化运作流程，在配合放

大 IP价值的同时也带来了巨大的流量效应。

深圳的主题乐园起步更早，锦绣中华民

俗村被认为是国内首次专业、系统建造的主

题乐园。预估 2024年“全球最大的乐高乐园

度假区”等三大主题乐园建成后，年游客量将

超千万，带动 GDP逾百亿元。

当前,遍布各个城市的主题乐园大小不

一，苦乐不均。但主题乐园打造的快乐经济,
不仅成为旅游市场的“流量”担当，而且反哺

城市 IP,对城市形象、城市活力、城市气质都

产生重要影响,带动城市关注度不断攀升,成
为建设多彩城市的助推器。

成渝全力打造顶级主题乐园

目前，京津冀拥有北京环球影城，长三角

拥有上海迪士尼，粤港澳大湾区则更多，作为

中国经济增长“第四极”的成渝地区，什么时

候才能拥有与之匹配的顶级主题乐园？

重庆文旅委负责人 8月 8日称，目前重庆

已经有了欢乐谷、融创文旅城、乐和乐都、汉

海海洋公园、奥陶纪等主题乐园，在建的还有

两江新区尼克室内主题乐园等，另外还规划

了重庆汽车公园等多个主题乐园。

今年 4月迎来 1000万游客的重庆欢乐谷

负责人陈奕告诉记者，开业 5年来，重庆版欢

乐谷专属定制包括全球最先进、全国唯一一

台山地版飞翼过山车、全球第六大摩天轮，引

入展现世界多元文化的花车大巡游等创意节

庆活动，带来更多主题乐园体验的新鲜元素。

“重庆产业、文化和旅游资源丰富，在自然

景区和人文景区打造方面，应依据区域特点，

合理布局不同功能的旅游景点，形成互补之

势，相互牵引。”重庆工商大学教授王鸣剑接受

记者采访时表示，主题乐园将直接带动餐饮、

住宿、商业等多个行业的发展，拉动地区经济。

“同质化”成为最大瓶颈

“我每年都会带孩子去成都欢乐谷玩几

次。”家住重庆大坪的黄女士说，重庆大多数

主题乐园，都是照搬外地模式，设施和服务却

远远不及别人，孩子早已提不起兴趣了。

近年来，主题乐园以一种休闲、欢乐、浪漫

的形态，在文旅融合、城市提升、经济转型、拉

动消费中得到迅猛发展，但也隐现了概念不

清、盲目建设、模仿抄袭、低水平重复等问题。

位于重庆九龙坡的龙门阵魔幻山主题乐

园，花费了 16 亿元巨资，按 5A 级景区所打

造，仅仅经营 9年就因扩张过快、资金链断裂

而被迫关门。龙门阵景区占地面积约 800
亩，是当时重庆投资规模最大、设施最先进的

现代主题乐园。而今，仅以约 2 亿元的超低

价，多次拍卖却无人接手。

张毅认为：“打造一家优秀的主题乐园，

持续的 IP 产出及运营能力是生命力所在，单

纯依靠门票来维持将难以为继。”

“主题乐园消费热兴起迎合我国旅游发

展大趋势，未来可能迎来新一轮产业加速集

聚、市场集中度提升的趋势。”中国文化和旅

游产业研究院副教授吴丽云表示，伴随着 80
后、90 后成为消费主力群体，及旅游由观光

向休闲度假的市场变化，未来的主题乐园将

从观光体验为主转向休闲度假目的为主，带

动主题乐园市场进入一个全新的时代。

摆脱“门票经济”，主题乐园探索新赛道

“牛市”开业，煤矿转型发展牛产业

新华社记者 王雨萧 王志

近期，我国多地持续高温，热浪来袭的同

时也催热了“夏日经济”。消暑类家电、家居

用品等“清凉商品”走俏消费市场；多地夜市

步行街烟火气升腾……

京东数据显示，近期风扇、冰箱、空调等

制冷降温类电器销量激增，进入 6月以来，京

东家电空调销售额环比增长超 400%，具备

“送风、加湿、净化空气”三合一功能的冷风扇

销售额大幅提升；苏宁易购百货数据显示，7
月以来，冰袖、防晒服、遮阳帽、遮阳伞等商品

销量同比提升超 200%。

高温天气下，“线上下单、就近门店发货”

的即时零售成为更多消费者的选择。

中国连锁经营协会相关负责人表示，即

时零售、同城零售等新模式快速发展，在提振

夏日消费的同时，也让实体零售门店通过线

上渠道触达更多客群，促进零售行业加快线

上线下全渠道发展。

暑热难耐，不少人选择在晚上出门逛夜

市、赏夜景，多地“夜经济”逐渐升温。

山东通过开展夜间文旅嘉年华等活动，

鼓励文化底蕴深厚的古商城、古街区及旅游

小镇景区等发展文旅“夜经济”；天津启动“津

夜有你·第三届天津夜生活节”，打造夜间消

费新场景，充分挖掘暑期消费潜力；武汉市提

出举办夜间光影秀、美食节、啤酒节、音乐节、

特色演艺等夜间文旅活动……连日来，多地

纷纷出台相关举措，激活夜间消费活力。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研

究员陈丽芬表示，“夜经济”的回归反映了中

国消费市场的韧性和潜力。鼓励发展“夜经

济”，有利于培育消费热点、提振消费信心和

消费预期。

商务部消费促进司副司长安宝军表示，

下半年将多措并举促进消费持续恢复，进一

步扩大汽车、绿色智能家电等消费，加快推进

直播电商、社交电商等新业态新模式健康有

序发展，加快推进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培育建

设，同时，加快健全县域商业体系建设，改善

优化县域消费渠道。 （据新华社电）

本报讯（记者 柳姗姗 彭冰 通讯员 王天娇）日前，位于吉

林省吉林市桦甸市永吉街道孙家屯村的永盛牲畜交易市场开

业。现场人头攒动，从各地赶来的养牛户们纷纷将带来的牛

卸车入圈，客商通过客户通道精心挑选，优哉游哉的黄牛“哞

哞”声此起彼伏，热闹非常。

“我们邀请了来自长春、吉林等桦甸周边各地 400余名养

牛户来到交易现场，购买的客商有 100 余人，主要来自山东、

河北、辽中等育牛大县，以后我们将每月农历逢三、六、九开固

定 9 个集，给买牛卖牛人提供一个公平可靠的交易平台。”桦

甸市永盛矿业牧业分公司经理李兆海说。

据介绍，永盛牲畜交易市场于今年初开工建设，项目总投

资 5000 万元，占地面积 13 万平方米，建有交易大厅、交易牛

舍、办公区等。交易区建有牛舍 10 栋，共 800 个牛栏，单日可

容纳肉牛 1万头，可带动安置就业 143人。

红火的交易市场是永盛煤矿转型的一大成果。2020 年，

由于煤矿资源日益枯竭，煤矿企业发展举步维艰，在传统煤矿

企业纷纷黯淡之际，永盛积极求变，在桦甸市政府的大力扶持

下，走上市场稳定向好的肉牛产业转型之路。

“政府给了我们很大支持，包括提供各类养牛政策和信

息，在项目审批、营业执照和防疫合格证等各项手续办理中开

辟绿色通道等，这让项目迅速启动运转起来。”桦甸市永盛矿

业董事长张福军说。“如今，两个项目基础建设基本完成。未

来，我们的养殖基地预计年销售收入 2800 万元，利润 420 万

元，可带动周边地区 10余万户散养户养殖及交易，平均每户增

收 8000元。”永盛牧业负责人表示。

据悉，近年来，桦甸市肉牛产业紧抓吉林省“秸秆变肉”暨

千万头肉牛工程建设机遇，推动全市肉牛产业实现高质量发

展。截至今年 6月末，桦甸市肉牛饲养量达到 18.6万头，同比增

长22.1%；千头以上肉牛村从去年的35个发展到41个。

“夏日经济”
释放消费活力

国内首条双流制市域（郊）铁路开通运营
8月6日，由重庆交通开投铁路集团、中国铁建等单位联合

投资建设的国内首条双流制市域（郊）铁路——重庆市郊铁路
跳磴至江津线（江跳线）正式开通运营，重庆江津区至中心城区
实现30分钟可达，助力重庆建设“轨道上的都市区”。江跳线
全长约28.22公里，全线设6座车站，采用双流制As车辆，设计
时速120公里。

该线路采用由中车长春轨道客车股份有限公司自主研制
的双流制市域轨道车辆，列车运用国内首创的双流自动切换技
术，为市郊与城区的“一车直达”“零换乘”提供了全新的运营模
式。图为双流制As车辆在江跳线上快速行驶。 苏晓雷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