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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统计局将于近日公布 11 月 CPI

数据。多家机构预测，11月猪肉价格继续

回落、油价小幅下跌，加上去年高基数影

响，将拉动 11 月 CPI 进一步回落，同比

涨幅或下行至 0%左右。

“11月以来猪肉价格继续回落，蔬菜

价格下滑，水果价格回升。供给压力缓解

下，猪价预计继续下行，叠加去年同期较

高基数影响，预计 11 月 CPI 同比继续回

落至 0。”海通证券宏观分析师陈兴认为。

不少机构持类似观点。浙商证券首

席经济学家李超表示，“预计 11 月 CPI

环比持平、同比增长 0.1%，CPI 下行至

0%附近。”

李超指出，11 月猪价继续下探是拖

累 CPI 的主要因素。生猪供给持续回暖，

推动猪肉价格逐渐下行，但冬季进入猪

肉消费旺季，短期将对猪价形成一定支

撑。根据农业农村部监测，10月能繁母猪

存栏 3950 万头，同比增长 32%；生猪存

栏 3.87 亿头，同比增长 27%，目前生猪产

能已经恢复到 2017 年年末的 88%左右。

中长期来看，供给确定性回升推动猪价

进入下行通道逻辑不改。

“11 月 CPI 或将下行至 -0.1%左

右。”华创证券首席宏观分析师张瑜认

为，翘尾因素继续下行，而新涨价因素仍

然受到食品和油价的拖累。食品价格方

面，11 月猪肉价格在每公斤 39 至 40

元内窄幅震荡，均价较 10 月环比下跌

-5.2%。蔬菜价格涨跌互现，但中枢整体

回落，月均环比下跌 -3.0%。非食品方

面，国内汽柴油价格（标准品）月均价格

环比小幅下跌 -0.4%，亦形成一定负面

拖累。

国泰君安证券首席经济学家花长春

预计，11 月 CPI 同比涨幅在 0.2%附近。

他指出，猪周期下行阶段，全国平均猪价

较 10 月继续下行。随着猪价下行，其余

肉类环比涨幅均显著回落。往后看，猪价

仍将受供给端确定性冲击，继续下滑，其

余肉类大概率上涨速度也有所趋缓。

不过，一些机构也预计，非食品项价

格将进一步恢复。花长春表示，CPI 结构

性特征进一步凸显，非食品项目随着消

费改善进一步回暖。11月原油价格有所

回升，叠加疫情小规模复发但整体影响

有所消退，交运、服装等项目价格有所提

振。张瑜表示，随着服务销售的修复，服

务价格亦开始回升，11 月服务业销售价

格指数为 50.9%，大幅回升 2个百分点，

大概率核心 CPI 同比也将随之走出低

谷。

据《经济参考报》

今年 3月以来，随着疫情得到控制及房地产行业复工复

产的有序推进，市场情绪有所恢复，上半年代表房企销售业

绩与去年同期基本持平。7月以来，上市房企加快推盘和营销

力度，截至 11月底多家房企已经提前完成年度业绩目标。机

构分析认为，预计 2021 年房地产市场平稳态势延续。

亿翰智库近日公布的 11 月份上市房企销售业绩显示，

截至 11月底，中国恒大、越秀地产、时代中国、中国金茂已超

额完成全年内部目标。此外，弘阳地产、禹洲集团、招商蛇口、

龙湖集团、美的置业等房企的业绩目标完成度已经超过

90%，对于这些房企而言，企业在业绩目标基础上实现增量是

大概率事件。

克而瑞地产研究中心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 11 月末，已

有近 8成房企累计业绩超过去年同期，实现同比增长。具体

来看，当月央企销售发力，保利、中海、华润、招商表现较为突

出，单月业绩规模同比提升显著。其中，招商、中海的单月业

绩同比增幅分别达到 63%和 52.4%。

从房企目标完成情况来看，克而瑞的统计数据显示，截

至 11月末，超 6成房企的目标完成率达到 90%以上。其中，

恒大、金茂、滨江、越秀、时代 5家房企在 11 月份提前达成了

全年目标，业绩表现相对突出。不过，部分房企完成全年目标

有一定压力。四季度以来，虽然上市房企普遍加大供应和营

销力度，但目前市场整体的去化压力仍然较大，12月仍需加

紧供货、加速去化、冲刺全年目标。

在价格表现方面，中国指数研究院近日公布的数据显

示，根据中国房地产指数系统对全国范围 100 个大中城市的

新建住宅样本调查数据，2020 年 1 至 11 月百城新建住宅价

格累计上涨 3.19%，涨幅较去年同期扩大 0.28 个百分点。单

月来看，2020 年 11 月，百城新建住宅均价 15755 元 / 平方

米，同比上涨 3.63%，涨幅较 10 月扩大 0.11 个百分点；环比

上涨 0.32%，较 10 月收窄 0.08 个百分点，涨幅连续 41 个月

在 0.6%以内，维持在低位区间，整体价格平稳运行。

随着疫情影响的逐步消退，百城新建住宅价格累计涨幅

已超去年同期水平，房价下跌城市数量占比仅两成左右，整

体价格稳中有升。中指院预计，根据“中国房地产业中长期发

展动态模型”测算，2021 年全国房地产市场将呈现“销售面积

小幅调整，销售均价平稳上涨，新开工维持高位，投资中高速

增长”的特点。

具体而言，2021 年房地产行业信贷环境维持收紧趋势，

或将推动需求释放更趋理性，销售均价在产品结构及一二线

城市销售较好等因素的影响下仍将保持结构性上涨，预计涨

幅 3.9%至 5.4%。

华西证券研报指出，从销售增速来看，11 月百强房企销

售表现靓丽，多数上市房企在销售端保持强势，市场需求端

韧性十足，基本面持续向好。当前，房地产板块估值仍处相对

低位，业绩确定性强，股息高。

华泰证券也认为，在年度销售目标和三条红线的双重压

力下，房企年末将持续加大推盘和营销力度，供给提升维持

百强企业销售韧性。预计市场将从过去追求爆发转向追求具

备持续健康发展能力的房企，虽然销售和净利增速难以回到

过去的辉煌，但是更加稳健的发展预期将改变市场对企业的

偏见，看好优质房企的估值重塑机遇。 高伟

12 月 4 日 -5 日，由新华网、新华社新闻信息中心、中国

经济信息社、中国财富传媒集团等主办的 2020 中国企业家

博鳌论坛在海南省博鳌举行。论坛期间，以“厚植‘双循环’内

需动力洞见‘新消费’未来趋势”为主题的 2020 中国食品发

展大会在 12月 5日下午顺利举办。

乳制品行业是重要的民生产业，是健康中国、强壮国民

体质不可或缺的食品。圆桌论坛上，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副

理事长兼常务副秘书长刘超表示：“乳业整体发展趋势向好，

消费者已经从过去的不喝奶转变为喝奶、偶尔喝奶变为习惯

性喝奶，到现在从喝‘普通奶’发展为喝‘好奶’，乳制品消费

呈现出明显的变化。”

近年来，乳制品行业已经驶向了高质量发展的轨道，法

规标准逐渐完善，逐步实现了种、养、加、研、储运以及市场全

产业链的健康发展，在健康中国战略、振兴乡村战略、减税减

费等系列关注民生，促进消费的政策实施过程中，也进一步

推动了国内需求潜力的释放，为国内乳制品消费提供了新的

增长动力。

“乳业作为国民经济中涉及到第一、第二和第三产业的

重要行业。从牧草种植、奶牛养殖和产品加工形成了一个完

整的利益链，每一个环节的坚守才能保证产品质量和品质。”

对此，内蒙古蒙牛乳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执行总裁李鹏程

介绍，蒙牛有非常严格的质量管控体系，每一包蒙牛牛奶从

牧场到奶杯，共有 8 个质量核心业务单元、587 个检验点、

1000余项检验项目，最大程度保证了乳制品的质量。“同时，

乳企要不断做创新品牌。近年来，蒙牛不断加大科技创新研

发投入，迎合消费者营养口味需求、健康饮食趋势，持续推出

创新产品，为全球消费者提供更营养、更健康、更美味的乳

品。”

随着对营养健康的关注，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对乳制品提

出了高质量的需求。

“后疫情时代，中国奶业发生巨大变化，我们看到很多企

业采取新的发展策略。”一直密切关注奶业发展的中国奶业

协会副秘书长杨秀文表示，今年，头部企业特别加大对奶源

基地的建设，同时加大乳品营养知识的宣传，特别在疫情期

间大力宣传科学饮奶的营养知识。此外，线上线下创新品牌

营销融合发展，科普加直播的方式也助力了奶业消费。可以

看到，乳制品消费市场上，产品结构不断丰富，巴氏奶、酸奶

和奶酪成为热销品类。

一直以来，中国乳制品市场也受到国际乳企的关注。谈

及中国乳制品市场，恒天然集团大中华区副总裁韩励表示：

“中国是恒天然全球最大、最重要的消费市场，我们也是很多

中国企业的原料供应商。在餐饮服务方面我们不断创新，与

很多头部企业共同开发新品。比如今年中秋节，我们与稻香

村共同开发的芝士月饼，这是我们与本土企业创新合作的产

品。未来，我们还会与休闲食品企业合作，我们希望通过这种

创新的形式，贴近中国市场，为中国消费者提供他们喜爱的

产品。” 沈美

机构预测 11月CPI 续降
同比涨幅或下行至“0”

资料图片

没人能够否认如今汉服市场的火

热。相关数据显示，过去 3年，天猫的

汉服品类销售额增长超过 6倍。今年

上半年，在天猫购买汉服的消费者达

到 2000 万人，未来汉服的潜在消费

者将超过 4亿人。

而新的年轻人聚集平台还在加速

推动汉服的流行。来自哔哩哔哩的数

据显示，2019 年平台上国风爱好者达

到 8347 万人，其中 83%为 24 岁以下

的年轻人。

当汉服这个曾经只局限于小众群

体爱好的服饰不断破圈，意味着一个

可以更加大众化消费品类的诞生，但

与此同时，不少店铺只看见市场红利，

缺乏基本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导致

近年来汉服圈“山寨与正品之争”愈演

愈烈。

小众汉服逐渐破圈
潜力巨大资本入局
《左传》记载：“中国有礼仪之大，

故称夏，有章服之美，谓之华。”这里的

“华”就是指汉服，其华美、优雅、端庄，

含蓄而包容，蕴涵着沉淀了几千年的

中华礼仪文化。

有国风爱好者认为，今天在年轻

人群体中掀起的“汉服风潮”，传递的

是一种情怀、一种民族传承。

在汉服成为一种现象级符号之

前，人们对其有一个模糊的描述———

古装。随着“95后”“00”后日渐成为消

费主力人群，汉服被定义为独立的服

装消费品类。

2019 年 3 月，“淘宝新势力周”发

布的《2019 中国时尚趋势报告》显示，

在时尚搜索关键词趋势 TOP10 中，

汉服位列女装排行榜第三。“汉服”搜

索量同比增长两倍，连续数月搜索人

数超“衬衫”。

六六是一名汉服店主，他对汉服

近年来的火热发展深有体会。据他介

绍，在全球最大的纺织市场———浙江

绍兴柯桥纺织市场的一层，可以窥见

汉服的发展，这里的每一家布料店铺

门口都挂满了汉服的服装面料，而一

年以前，这里售卖汉服面料的店铺不

足 5家。

经营汉服品牌已经长达 6年的吴

晓回忆，最初很难找到专门做汉服的

厂家，基本都是偏古装、戏服或是那种

做时装之外附带做汉服的。而现在，全

国差不多已经有 20 多家专业做汉服

的厂家。

2019 年 9 月，央视财经报道称，

目前全国汉服市场的消费人群估算已

超过 200 万人，市场总规模约为 10.9

亿元。

有巨大发展潜力的汉服市场，吸

引了不少资本的入局。据悉，阿里和虎

牙相继上线主打汉服社交功能的

App，而且申请了多个类别的商标保

护。

但对于一些知识产权保护意识比

较薄弱的店主来说，稍不留意，自己苦

心经营的汉服品牌就有可能被人“拿

走”了。

汉服品牌商金先生在接受财经媒

体“霞光社”采访时说，坚持做原创的

成本非常高，圈子里做山寨汉服的人

非常多。短期来看，山寨确实更赚钱，

也能节省很多成本，但不能长期发展，

现在消费者越来越关注山寨问题，“如

果突然有一款有山寨的可能性，就会

被消费者在社交平台或自己的圈子里

‘挂’出避雷，一旦进入黑名单，就会被

定在‘山店’的耻辱柱上，品牌口碑就

很难维系了”。

山寨汉服充斥市场
恶意抢注阻碍发展
在汉服圈，“山寨”和人们常说的

“抄袭”已然是两个概念。

据业内人士介绍，“抄袭”是基于

已有的图案，进行改编，提取其中的元

素；而“山寨”是直接挪用原创商家设

计的汉服面料，甚至抢注他人的店铺

名称、商标。

近年来，“山寨与正品之争”成为

汉服圈的热议话题。在山寨店主们投

机取巧的非法商业行为中，原创汉服

商家成为受害者。

据吴晓介绍，汉服的生产周期相

对较长，从款式设计、打板做样衣到最

终的预售、出货，整套流程走完起码需

要两个月时间。不过，也需要保证较快

的款式更新，用新款吸引消费者，同时

商家还要尽可能地打造“爆款”。

吴晓回忆，早几年，国内没有现成

的汉服可卖，有一批对汉服有兴趣的

人花了很多时间和精力去收集汉服素

材，自行设计制作出了汉服，受到大家

的喜爱。但也因为耗时耗力，所以定价

要稍微高一些。

“后来有人一看，卖得不错，便复

制了一些类似的汉服来卖，这样省时

省力，价格更便宜，所以很多新来的人

会选择后面的便宜款。这就造成了前

面那批人的不适，因为他们的辛苦成

果被简简单单复制一下就热卖了。”吴

晓说。

在不少受访的从业者看来，“山寨

与正品之争”在阻碍汉服的普及。

有汉服爱好者告诉记者，很多人

“知山穿山”，还有人会混淆概念，认为

正品价格太高，价格亲民的山寨货比

较适合初级玩家，“但问题在于，正版

是设计师的心血，山寨涉嫌抄袭他人

劳动成果，如果助长这种风气，汉服文

化传承也不可能长久，只能沦为追求

廉价、追赶潮流的生意”。

另一位汉服爱好者也表示担忧：

“一些原创汉服制式一经推出就被其

他店抄袭，然后以低于原价的售价卖

出，在这种情况下，原创者吃力不讨

好，抄袭者却赚得盆满钵满，如果再缺

乏有力的原创保护机制，耐心做原创

的人会越来越少。”

据六六观察，自 2019 年开始，行

业内出现大规模的商标抢注事件，这

或许是汉服市场初创期留下的隐

患———商家在起步阶段时多使用小规

模自产自销、小作坊等模式，彼时也尚

未出现太多侵权行为。如今市场迎来

井喷，商业价值凸显，山寨店铺也随之

增多。

六六的工作室有来自时装圈的合

作伙伴，在后者的帮助下，六六在创立

品牌“衿娥”初期便注册了商标。

“否则我们也不会有较强的品牌

保护意识。”六六说。

“汉服圈子小，碰壁之后，大家对

于原创的保护意识反而更强。”六六

说，如今，也有不少商家前来找他咨

询，如何通过商标注册维护自己的原

创品牌。

他还会提醒前来咨询的商家提防

黑心的商标注册代理公司———商标注

册本身并不要求注册人是否持有店

铺，一些黑心代理公司可以在发现客

户提供的商标未注册之后，进行抢注，

以此向客户索要金额，进行商标转让。

盗用原创汉服面料
鱼目混珠真假难辨

和商标抢注相比，在业内人士看

来，盗用原创汉服面料是圈内更加普

遍的一种侵犯知识产权行为，且更为

隐秘，往往难以及时发现。

据介绍，汉服的服装裁制工艺一

般为“平裁”，即衣服的前后身通裁，因

此汉服生产所需的面料图案非常完

整，这导致汉服的山寨店铺或面料生

产厂家更容易挪用原创的面料设计，

进行非法售卖和二次生产。

六六就是在浙江绍兴柯桥纺织市

场发现，自己家原创的汉服面料未经

授权在市场上流通。

宋制的席地长裙底部绣有金色的

侍女献寿图———在同行商家从浙江绍

兴柯桥纺织市场发回的现场照片里，

六六一眼就认出了自己家的原创面

料。这款面料在 2018 年年底第一次

用于“衿娥传统服饰”的汉服产品中，

六六在面料设计成稿之后便进行了资

料申请，取得了作品登记证书。

去年 5月，看到这款面料在市场

上被非法销售后，经考证，六六发现侵

权的主体是合作生产面料的工厂。六

六与对方交涉时，被告知“只有这款面

料当年的订单满 2000 米，才不会把

它往外流通”。

面对厂家的侵权行为，六六准备

提起民事诉讼。

据法律人士介绍，服装的面料设

计可以作为美术作品，申请作品登记

证书，受到著作权的保护。即便山寨店

铺也申请了作品登记证书，局部相似

度很高，法院仍会依据作品登记时间

的先后，考量哪一份证书真正具有法

律效力。

除了通过著作权对原创汉服加以

保护，部分汉服商家还会将符合专利

法规定的足履设计方案作为外观设计

专利予以申请。

比如，原创汉服店“步月歌”专门

设计生产汉服的平底鞋产品，目前上

市的产品已持有 6个专利。2019 年，

“步月歌”的运营商高煜在淘宝上发

现，某山寨汉服店挪用了“步月歌”持

有专利的翘头弓鞋设计，随即委托律

师提起诉讼。

六六认为，与服装设计知识产权

保护相关的报道目前仍然较少，汉服

行业又是一个新兴行业，大家容易形

成“很难打官司、难取证”的普遍认知。

对此，从业人员普遍认为，虽然拥

有一定的保护原创产品的法律手段，

但汉服商家自身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

弱以及上诉需要付出的时间和经济成

本，仍是当下汉服界减少“山寨与正品

之争”的最大难题。要想杜绝山寨现

象，只有鼓励越来越多的汉服商家保

护知识产权，形成权威的行业标准，才

能进一步促进汉服的品牌化、产业化，

真正走出小众市场的局限。

除了山寨抄袭的问题，汉服还面

临市场炒作的问题。有从业者透露，比

如，有些商家设计“饥饿营销”玩法，导

致很多样式的汉服成为圈里的绝版，

“由于汉服市场供需失衡，加之炒作卖

家的加入，逐渐让汉服成为一种奢侈

品，在这种趋势下，那些想要尝试消费

汉服的新人群只会‘敬而远之’。”

据《法制日报》

盗用原创面料 恶意抢注商标 汉服市场乱象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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揖 铱
● 当汉服这个曾经只局限于小众群体爱好的服饰不断破圈，意味着一个可以更加大众化消费品类的诞生，但与此同时，汉服圈

“山寨与正品之争”也愈演愈烈

● 自 2019 年开始，行业内出现大规模的商标抢注事件，这或许是汉服市场初创期留下的隐患

● 只有鼓励越来越多的汉服商家保护知识产权，形成权威的行业标准，才能进一步促进汉服的品牌化、产业化，真正走出小众市

场的局限

提
示

从喝“普通奶”变为喝“好奶”
乳业整体发展趋势向好

多家房企提前完成全年目标
市场预期平稳态势延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