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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之都国生电器家电大世界经过一段

时间潜心尽力的升级改造，将于12月 11日

同广大消费者见面。国生电器市场部相关

负责人表示，国生将加快在省城的连锁布

局，通过核心区域的抢占持续扩大品牌影

响力，将“家电大世界”打造成省内家电规

模最大、品类最全、特色鲜明、极具视觉冲

击力的超级家电大卖场和亿元销售店。

大手笔打造大卖场

时尚化购物，人性化卖场，个性化产品

是当今国际家电连锁企业的主要特征，而

据国生电器有关人士透露，拥有万平面积

的“家电大世界”正是承载了海纳百川的经

营气魄，是以业界高标准打造的超级家电

旗舰店。

建成后的“家电大世界”占地10000平

方米，为合肥市家电卖场之最，亦为国生电

器旗下全省最大卖场。新卖场将突出国生

电器的经营特色，以著名家电品牌的旗舰

厅、体验厅、生活馆、个性馆的引进为主。

“家电大世界”将延续国生电器优质服

务的精神，创国生电器自己的服务品牌，在

精心打理自身核心业务经营的同时，与各

大通讯运营商合作，建立专业通讯营业厅，

同时为消费者提供手机维修、电脑装配维

修等服务。

领航大东门商圈

到2010年，国生已有17个直营门店、50

多家家电下乡店，宁国、潜山等直营店也已

先后开业。而合肥作为省会城市，更是国

生发展扩张的重点，在已有的商之都国生

宿州路店、合肥胜利路旗舰店落地之后，第

三个1万平米的家电大世界将落户于东城，

面向东方、面向全市，为合肥市民打造一个

特色的、精品的、全新的家电城。

近年来，随着轻轨一号线的建设，万达

广场的入驻，本来已经拥有商之都、古井商

城、圣大国际、九龙珠儿童城的合肥大东门

商圈越来越引人瞩目。而国生电器“家电

大世界”的入驻，使得合肥大东门地区更加

风生水起。周边众多大型消费高档场所坐

落于此，高档餐饮酒店星罗棋布，娱乐场所

众星拱月。

目前，大东门地区覆盖消费者以瑶海

区、包河区、肥东县为主，两区一县约207万

人口，众多的消费者给予了国生较好的商

业支撑，所以大东门地区的商业发展潜力

巨大。

开启消费新旗舰

“家电大世界”位于大东门商圈的核心

位置，处在四牌楼商圈边缘地带，交通便

利，消费群体众多，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

商之都精品百货、红府嘉年华精品超市、国

生电器三大主力商业形态，与幼教、餐饮、

娱乐等多业态互为补充，相互促进经营，全

面满足消费者的综合消费需求，充分展现

企业发展的生命力和延展性。

国生电器相关人士表示，“家电大世

界”的落地标志着国生电器在江淮大地上

的又一次蜕变。与此同时，随着市民的购

物选择意识的提高，对商场的感官要求的

提高，对产品的功能需求的提高，“家电大

世界”的诞生有其必然性。

作为国生电器在全省的最大卖场 ，“家

电大世界”将延续国生电器优质服务的精

神，倚重“徽商”和“商之都”两大品牌，与商

之都百货和红府超市紧密联动，辅之强力

宣传促销，将“家电大世界”打造为安徽面

积最大、品种最全、环境最美、服务最好、价

格最低的“五最”卖场，面向东部，服务合

肥，建成与消费者和业界共享的家电盛会。

未来，国生电器将与商之都百货、红府

嘉年华为一体，相互促进、相互融合，走出

一条独具特色的家电市场经济发展之路，

为家电市场引帆领航，为消费者呈现更加

完美的贴心服务。

国生电器大手笔打造“家电大世界”

合肥首家上万平米家电旗舰店落户大东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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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热

钱钱

除了加大通胀风险、扰乱百姓生

活，“热钱”的第二大罪状在于削弱了央

行在货币政策上的独立性和主动性。

外汇占款的被动增长、基础货币的被迫

投放、央行规模的继续增加、准备金率

的不断上调……中央已定调，2011年的

货币政策将由适度宽松“紧缩”为稳健，

“热钱”的干扰为宏观政策的拿捏加大

了些许难度。

史上“热钱”曾严重祸害多国经

济。于是，国家外管局等部门果断出

手，自今年2月以来在13个外汇业务量

较大的省(市)开展了打击“热钱”专项行

动，对重点主体、重点渠道进行查处，严

惩投机资本。

公开信息显示，已查实190起涉嫌

违规案件，涉案金额73.5亿美元。“已经

取得一些成效，尽管在具体操作层面有

一定难度，但继续坚持实施现有措施很

有必要。”上海财经大学现代金融研究

中心副主任奚君羊进一步指出，对于贸

易和投资项目真实性的审核，外管局、

金融机构、海关、商检、公安和地方政府

等多个部门应形成一个相互配合、相互

联系的监管体系，并加强国际合作。

一份打击“热钱”的政策清单
即将过去的这一年，全球经济缓慢复苏，新兴市场以相对较快的增长和相对较早的加息给投机性极强的国际资本

以极强诱惑。外界对人民币的升值预期更成为“热钱”涌入的强大动力，哪怕我国资本账户尚未放开。面对严打严控，

“热钱”的始作俑者纷纷“绞尽脑汁”，或披着合法的“外衣”，或借道地下钱庄。由此，市场在今年目睹了中国监管层同

“热钱”一次又一次的过招。

常年研究“热钱”课题的建设银行

高级研究员赵庆明给记者算了一笔账：

按人民币对美元的远期NDF市场价格

计算，一年期人民币的升值预期约为

5%，加上国内一年期存款利率，每笔热

钱流入中国一年的套利利润预期值至

少在7%以上。如此可观的回报率，便

不难理解国际套利资本为何特别“垂

涎”内地市场。

对“热钱”的定性在业内基本没有

争议，其规模大小却始终是个谜。业内

人士只能从相关数据中窥见一斑。有

机构估计在香港市场囤积了约6500亿

港元的热钱，正伺机进入内地市场。这

个说法随即引来轩然大波，或许如此判

断有些夸大，毕竟多少反映了香港市场

严重“水浸”的局面以及“热钱”高度觊

觎内地的心态。

人们不禁疑惑，我国有着严格的资

本管制，“热钱”如何“随风潜入夜”的呢？

“我国外汇管制的政策几乎没有漏

洞可钻，‘热钱’若要通过非正常渠道进

入国内，成本相当大。”赵庆明分析认

为，“因此多数情况下，它们都披着合法

的外衣。”德意志银行发布报告称，将近

一半的“热钱”通过FDI的途径进入中

国，超过 20%的热钱以虚假贸易的形

式，还有借由短期信贷、海外捐赠等暗

道进入。

在“包装”成功后，这些所谓的“贸

易”和“投资”往往现出原形涌向股市和

楼市。然而，今年的情况又有一些特

殊。据部分国内期货从业人士判断，当

房地产企业成为政府调控政策的重点

“关照”对象后，65%左右的游资肆意炒

作商品市场，同百姓身边的“蒜你狠”、

“豆你玩”、“姜你军”、“羊坚强”现象不

无关系。

面对美联储新一轮量化宽松政策

引发的“热钱”流入，央行行长周小川提

出的“池子论”更是引发了各方热议。

央行副行长马德伦对此作出一番解读，

他表示“池子”是一个政策的组合，既包

括外汇流入的管理，也包括针对外汇流

入的状况所使用的货币政策工具。

除了传统围堵“热钱”的方案外，智

囊人士不断地在这张打击“热钱”的政

策清单上添加新的选项。

第一条建议是中国可以考虑借鉴

巴西的做法，对外汇交易开征托宾税，

以有效遏制热钱流入；第二个候选方案

是动用外币存款准备金率这一工具，缩

小国内银行间外币规模；三是有控制地

推动国内资本大量走出去，拓展人民币

的国际市场空间，让放宽QDII额度和国

际板等项目在对冲外汇占款方面发挥

作用；四是弱化人民币升值预期，不妨

宣布人民币在现有水平上一次性贬值

1%～2%，然后充分双向波动，激发外界

重新琢磨人民币的未来走向，让人民币

的升值预期回归理性。

诚然，国外的经验不宜直接照搬。

倘若在结合本国情况的基础上应用得

当，我国应对“热钱”的手法将走向成

熟，管制成本也随之降低。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有一个观点实

实在在地让各路专家达成一致——治

理“热钱”的根本在于让市场有效发挥

配置资源的作用，让我国的资产价格以

合理的速度增长。

或者也可以换个角度思考。一旦

中国经济有实实在在的增长点，那么

“热钱”进来后，会将短期套利投机策略

调整为长期投资策略，或转化为风投、

私募的形式，服务于我国部分行业和中

小企业发展。借用央行货币政策委员

李稻葵的一句话——只要中国经济做

好自己的事，就不怕“热钱”。据新华社

热钱套利利润预期值7%以上

2. 热钱总是披着合法的外衣

3. 热钱加大通胀 扰乱百姓生活

4. 智囊人士纷纷出招打击热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