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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砖专线”

出口包裹数突破千万件
7 月 31 日，13.6 万件装有鞋服、

生活用品等商品的跨境电商包裹搭

乘国内首条金砖城市跨境电商空运

专线“中国厦门 -巴西圣保罗”（以

下简称“金砖专线”）出口至金砖国

家巴西，随着该批货物的出口，金砖

专线今年出口包裹数突破 1000 万

件，达到 1005.65 万件。

得益于中国、巴西两国不断增

长的跨境电子商务需求与较强的经

贸往来互补性，金砖专线自 2023年 2

月 10日开通以来深受企业欢迎。截至

今年7月 30日，厦门海关监管往返航

班160架次，进出口货运量1.13万吨。

其中，出口载货率达 100%，以鞋帽服

饰及生活用品等为主；进口 4029.99

吨，以生鲜产品为主。

为更好地保障中国与巴西两国

“空中走廊”稳定运行，厦门海关组

建“专家服务队”，通过“进千企、解

千题”等活动，为企业在报关、知识

产权保护等方面提供辅导，降低企

业出口时面临的知识产权、认证认

可、注册备案等方面风险。

（沈彦彦 来源：厦门日报）

消暑甜品在厦热销
夏日炎炎，一碗冰冰凉凉的甜

品成为市民消夏的心头好。厦门消

暑甜品销售额远超 6 月，迎来了销

售旺季。

店内爆款都是半分钟出品，一

个小时就能售出近百杯。中山路附

近，一家仙草蜜店店长介绍，7 月份

比 6月份销量上涨了 30%，预计 8月

份会迎来销售高峰。升平路一家四

果汤店的生意同样火爆，随着暑假

的到来，四果汤销量大增，门店每天

都能售出近两百碗四果汤。

医生表示，消暑甜品虽好，但不

宜多吃，也不适合所有人，胃肠道功

能不好的群体以及有基础病的老年

群体尽量避免吃寒凉食物。

（薛尧 来源：厦门日报）

厦门国际

啤酒节缤纷登场
海风晚霞、美酒音乐，8 月 2 日

至 4 日，厦门国际啤酒节厦门自贸

片区分会场活动在海上世界三层观

景平台重磅亮相，为市民呈现一场

“美酒 +美食 +美景”的醉美海上之

夜。

作为厦门国际啤酒节的分会

场，厦门自贸片区将为市民打造独

一无二的“海上酒市”，不仅为市民

提供知名高端进口美酒，更有热门

的两岸美食。

西班牙、德国、荷兰、比利时、美

国……市民不出国门，就可以品尝

到不同品牌的高端进口啤酒，现场

将邀请百威英博、超级波克等 40 家

酒商参展，带来 350 款以上啤酒品

牌和 150 款其他酒类品牌。

美酒少不了美食。现场的 20 个

美食展位不仅有土笋冻、海蛎饼、醋

肉、五香、芋枣、四果汤等闽南传统

小吃，还设立了台湾美食专区，绵绵

冰、鸡排、肉串、香肠、章鱼烧等台湾

地道美食，将让市民游客尽享宝岛

美食。 （吴晓菁来源：厦门日报）

意式手工冰淇淋混搭闽南风味
随着夏季气温的升高，

Gelato（意式手工冰淇淋）逐渐

成为夏日冰品里崭露头角的

“新贵”———在厦门，常能看到

不少市民走进店面，手捧一小

杯色彩缤纷、口味奇特的冰淇

淋，拍上一张打卡照。Gelato 口

味丰富，但单价并不便宜。

口味出奇
除了常规口味，

还有煎茶酱油等创新口味

冰淇淋配虾干，起名“沙茶

汤头”———这样独特的冰淇淋

产品，出现在鼓浪屿的一间店

铺中，让食客们感叹：“口味太

猎奇了！”入夏以来，类似的

Gelato 冰淇淋逐渐成为夏日里

的“顶流”之一。在厦门的商场、

街巷里，Gelato 店面越来越多；

同时，在小红书等网络平台，也

常能看见 Gelato 因为口味丰

富、色彩“出片”，成为旅游攻略

清单中的必打卡项。

那么，“流量明星”Gelato

是什么？它其实是一种意大利

传统手工冰淇淋。与市面上的

品牌冰淇淋相比，它的原材料

常常是时令水果、坚果、奶、蛋

等，制作过程中不添加水、油和

增稠剂。

口味多而奇特，是 Gelato

最大的特点之一。许多店铺里

有 10 种以上的味道：除了牛

奶、抹茶、水果、巧克力等常规

口味，还有泰式奶茶、美龄粥、

煎茶酱油等创新口味，还有商

家从闽南特色元素中汲取灵

感，将沙茶汤、闽南花生贡糖、

凤梨酥等风味元素组合搭配，

甚至将冰淇淋与四果汤组合在

一起，做成 Gelato 四果汤。

厦门的一间 Gelato 店铺

在营运十年的时间里，先后总

计推出了 300 多种口味。为什

么会有这么多猎奇的味道？厦

门 Gelato 品牌“kimo”创始人

张俊表示：“因为手工冰淇淋

依赖新鲜食材，所以许多商

家、生产人员常常主动寻找不

同的食材，因此产生了更多丰

富口味。”

价格较高
是市售品牌冰淇淋的

5倍至 10 倍

不过，Gelato 的价格并不

便宜。在相同克重的情况下，与

市售品牌冰淇淋相比，大多数

Gelato 的价格是 5 倍至 10 倍，

“一口就是 10 元钱！”有网友评

论。

对此，有商家表示，原材料

价格较高、需要手工制作、保质

期短、损耗高等原因，都推高了

成本和售价。“Gelato 不加香

精、色素、防腐剂，从做出来到

食用完毕，需控制在一到两周

以内。”张俊表示，由于价格因

素影响，大部分消费者是奔着

打卡尝鲜而来的，暂未形成消

费习惯。

（赵张昀 来源：厦门日报）

在榴莲香气飘向中国越来越多城市商超背后，东南亚多个榴莲生产国都在全方位发力，争取在中

国占领更大的市场份额。

14 亿人市场的吸引力

东南亚对华榴莲贸易目前

呈“三足鼎立”格局：泰国一家

独大，越南占据一定优势，马来

西亚奋起直追。国内在售的榴

莲多进口自泰国，品种主要是

金枕、青尼等。

中国人吃榴莲的时间不算

长，泰国榴莲比较淡爽的口感，

较适合榴莲“入门者”食用。泰

国榴莲产量比较高，种植面积

比较大，管理也规范，品质普遍

不错。越南榴莲虽然品质稍弱，

但因为产地离中国比较近，价

格颇具竞争力，最近几年在国

内发展势头非常猛。

马来西亚榴莲是高端榴莲

代表，以猫山王、黑刺为主。其

中猫山王榴莲的味道非常浓

郁，甚至回味带点苦，是榴莲

“进阶者”喜欢食用的品种。但

其榴莲树难养护，产量不高，因

此猫山王价格较高。

“榴莲不是天生就这么贵，

是中国市场将榴莲价格捧起来

的！”海南省农业科学院热带果

树研究所所长冯学杰是国内最

早一批研究榴莲的专家，他在

今年年初去泰国开会同业内人

士交流时了解到，如果没有来

自中国的需求，当地榴莲也就

卖 5 块钱 1 斤左右。冯学杰预

计，5 年之后中国进口榴莲会

达到每年 300 万吨。

“当一个日益富裕、有 14

亿人口的市场对某种东西产生

兴趣时，整个亚洲地区都会为

满足这种需求而重塑。”《纽约

时报》称，东南亚多国对华榴莲

出口激增，反映出中国消费者

在全球经济中的影响力。

泰国越南竞争激烈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榴莲进

口国和消费国。随着中国对新

鲜榴莲的需求持续增长，越来

越多的东南亚国家正战略性地

瞄准这个利润丰厚的市场。

2003年，泰国成为首个获得

中国海关总署批准向中国直接

出口新鲜榴莲的国家。2022年以

后，越南等其他东盟国家也开始

对华出口鲜榴莲，不同产区的榴

莲满足了中国不同季节的市场

需求。中国海关总署的数据显

示，2022年中国进口鲜榴莲 82.5

万吨，其中近 95%来自泰国。

2023 年，中国进口 142.6 万吨鲜

榴莲，其中 92.9万吨来自泰国，

49.3万吨来自越南。

越南也从中国市场看到了

更大的机会。据泰国《民族报》

报道，来自越南农业和农村发

展部的统计数据显示，2023 年，

越南用于种植榴莲的面积估计

已达到 11 万公顷，比上一年增

加 24%。

越南《人民报》报道称，

2024 年第一季度，中国自越南

进口鲜榴莲增长势头迅猛，达

3.5 万吨，价值约 12.8 亿元人民

币。据越通社报道，今年前两个

月越南榴莲对中国出口量 3.27

吨，超过泰国。

这场“中国榴莲市场争夺

赛”受到了泰国总理赛塔关注，

近期他在回答媒体提问时表

示，在中国市场，越南榴莲对泰

国榴莲造成压力是市场竞争的

结果，“我们应该致力于在榴莲

品种、质量检测和监控、物流运

输效率方面不断优化和提升”。

为更好地解决榴莲因运输

时间长导致品质不佳的问题，

有企业开始支持空运泰国榴莲

供应中国北方市场。泰国商界

也纷纷建言通过丰富榴莲产品

进一步抢占中国市场。

泰国正大集团谢国民说：

“榴莲在中国很受欢迎，泰国的

榴莲品种多样，可加工成冰淇淋

和糖果等多种产品扩大其他市

场。”谢国民近日还表示，泰国榴

莲每年出口创收额约 30 亿美

元，对于拥有 14亿人口的中国

来说，还有很大的成长空间。

泰国力推榴莲入华的背后，

是榴莲种植业在该国民生发展

和经济产业中扮演着的重要角

色。榴莲种植业为泰国大量农民

和相关从业者提供了就业机会，

从种植、采摘、加工到销售，整个

产业链条上都有大量的就业岗

位；榴莲种植也带动了产地交

通、物流、冷链设施的发展。

在泰国最大的榴莲市场尖

竹汶府能颂市场，摊贩帕农已

经在那里经营了数十年榴莲生

意，他说，榴莲热销带来的收益

不断造福当地，尖竹汶地区的

道路状况越来越好。

马来西亚成“生力军”？

近日，中国海关总署发布

2024年第72号《关于进口马来西

亚鲜食榴莲植物检疫要求的公

告》。从今年开始，在中国海关总署

注册并获批准的马来西亚榴莲种

植者，将可以在遵守协议规定条件

的基础上，向中国出口新鲜榴莲。

自此，马来西亚成为继泰国、越南、

菲律宾之后的第四个可以向中国

进口鲜榴莲的东盟国家。

总部位于新加坡、主营马

来西亚榴莲产品的优佳（上海）

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中国区销

售经理表示，中国是马来西亚

榴莲的主要出口市场。近年来，

不仅是猫山王榴莲，红虾、黑刺

等品种也开始被消费者所了

解，马来西亚对华榴莲产品出

口呈增长态势。

2011 年，马来西亚开始向

中国出口冷冻榴莲果肉，此后

中国又批准进口整果冷冻榴

莲，如今鲜果榴莲也获批，市场

空间正进一步扩大。

其他东南亚国家也在对潜

力巨大的中国榴莲市场摩拳擦

掌。印尼政府正在积极寻找新

的榴莲种植地，以扩大榴莲的

种植面积。

东南亚国家与中国之间的

榴莲贸易持续扩大是多方共赢

的结果。中国消费者在购买心仪

水果的同时，榴莲种植户也能够

增加经济收入，成为中国和东南

亚国家合作促进互利共赢的有

力见证。（杨沙沙来源：环球时报）

沙茶味冰淇淋来源：厦门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