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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业绩稳健增长
创维数码发布 2011/12财年公告

2012 年 6 月 28 日，创维数
码控股有限公司 （香港联交所
股票代码：00751） 在香港发布
了 2011年 4月 1日至 2012 年 3
月 31 日止共 12 个月的全年业
绩。 报告显示：创维数码在复杂
多变的市场竞争中，经营业绩持
续稳健发展， 连续六年保持增
长，营业额达 281.37 亿港元，较
去年同期升幅达 15.6%；毛利接
近 59.56 亿港元，较去年同期大
幅增长 27.7%，整体毛利率显著
增长 2.0 个百分点至 21.2%；集
团董事会建议全年派发股息合
共为每股 15.5 港仙， 全年股息
支付率达 32.6%，比上财年度增
加 2.1百分点。

创维数码控股有限公司董
事局主席张学斌表示：“面对瞬息万变的电视市
场，集团的营业额仍持续取得理想增幅。 在彩电
业务方面，继续保持高营运效率，不断研发及设
计新产品，改变产品结构及优化产品组合以应对
复杂的市场环境，加速新品上市速度以提升产品
竞争优势，在高端、高附加值及高毛利产品组合
的带动下，毛利率显著回升。

据年报数据显示，中国大陆市场仍是创维业
绩增长的最强阵地。 集团在中国市场的销售额占
总营业额的 88.1%，增长达 11.8%。其中，最主要的
彩电业务占 88.9%， 数字机顶盒及液晶器件业务
分别占 7.9%及 11.1%， 余下的 2.1%份额由冰箱、
洗衣机、磨具、汽车电子、其他电子产品等分占。

2011 财年，创维集团海外电视市场的销售额
上升 52.7%至 16.19 亿港元，销售量增加 39.4%至
223 万台，其中海外市场的 LED 液晶电视机销售
总量比去年同期上升 446.7%。 创维集团开始以自
家品牌进军海外市场， 营业额达 7200万元港币，
分别在印度、菲律宾、印尼、泰国、澳洲等国成立
销售办事处，并通过多元化的扩张，把握连锁销

售管道迅速发展的时机， 加大品牌推广力度，从
而使海外市场的营业额取得振奋人心的升幅。

创维执行董事及创维数字技术有限公司总
裁施驰博士表示：“根据研究调查显示，创维数字
机顶盒在国内的市场占有率由 20.3%提升至
25.5%，上升 5.2个百分点，排行第一。 这说明集团
不断提升产品质量和推出新产品，有助于改善国
内数字机顶盒的市场份额。

2011 财年，创维数字机顶盒在海外市场的销
售金额较去年同期上升 37.5%。 由于亚洲地区不
断推出新的数字平台以及数字电视运营商不断
扩展数字业务， 激发了市场对数字机顶盒的需
求。 创维数字公司抓住市场机会，采取积极有效
的销售策略，使机顶盒业务在亚洲市场的销售收
入显著增长，占销售收入的比例由去年的 9.2%上
升至 16.0%,上升 6.8个百分点。2012年，创维集团
将加大海外运营商市场的开拓， 尤其是抓住印
度、 印尼数字机顶盒转化所带来的市场机会，同
时积极开拓东欧、 俄罗斯及非洲等地区的市场，
以巩固海外市场的地位。

蚊子危害大，驱蚊正当时
炎热的夏天，出汗、肌肤粘腻、精神不

振、痱子瘙痒、蚊子叮咬……这些不愉快的
感觉常常困扰着我们， 成了很多人不喜欢
夏天的理由。

其实，夏天可以很美好，只要找到解决
夏季肌肤困扰的“法宝” ，就能畅享一个清
凉、舒爽、远离痱子蚊子的夏天。

花露水功能大不同
要说解决夏日肌肤问题的产品， 市场

上林林总总， 而花露水绝对是其中的一朵
奇葩，尤其在日落之后，凉风渐起，人们沐
浴更衣之时洒上一点， 那伴着残余的热气
氲起的香，是中国人夏天特有的味道。

然而，花露水除了香味经典外，其强大
的功能才真正支撑起了夏季“法宝” 之名。
花露水由酒精和中草药成分调配而成，至
今已有 100 多年的历史。 走访各大卖场超
市可以发现，目前花露水的品种甚多，功能
也更加细分，如驱蚊、止痒、祛痱、提神、健
肤等， 能针对性地解决夏季不同的肌肤困
扰。

在所有的花露水中， 驱蚊花露水是比
较特殊的一种， 相比用于被叮咬后的止痒
花露水，它是在源头上进行防御。 因为，蚊
子叮咬除了带给我们的瘙痒不适外， 更能
传播疾病， 经蚊子传播的疾病主要有流行
性乙脑、疟疾、登革热、黄热病等。而驱蚊花
露水在原有中草药成分的基础上， 特别添
加了驱蚊成分， 其作用原理是在皮肤周围
形成汽状屏障， 这个屏障干扰了蚊虫触角
的感应器对人体表面挥发物的感应， 使人
在蚊子面前变成了“隐形人” ，从而避免蚊
虫的叮咬。

不过， 专家提醒消费者在选购驱蚊花
露水时，要特别注意其驱蚊成分的安全性。

驱蚊花露水选择看成分
市面上的驱蚊花露水成分有所不同：

六神驱蚊花露水的外包装上标注含“驱蚊
酯” 成分，而隆力奇、欧护及百雀羚等品牌
则标注含有“避蚊胺（DEET）” 成分，另
外，强生婴儿防蚊液也标注含有“驱蚊酯”
成分。

那么，避蚊胺和驱蚊酯到底有何区别？
消费者该如何选择？

昆虫专家表示，避蚊胺简称 DEET，是
一种从“二战” 期间开始便被广泛使用的
驱蚊剂。但长期以来，科学界对这种驱蚊成
分的安全性质疑越来越多， 包括美国食品
和药物管理局（FDA）和加拿大儿童健康
机构在内的多个国家机构严令限制避蚊胺
在儿童产品中的使用。

对于驱蚊酯， 世界卫生组织（WHO）
的研究表明， 其对人体健康无副作用，同
时，美国环境总署的研究报告也指出，驱蚊
酯虽然是合成产物， 但其安全性等同于天
然物质， 对包括婴儿和儿童在内的所有人
群均安全。

可见驱蚊酯相比避蚊胺，安全性更高、
刺激性更小，是驱蚊技术进化的产物，消费
者在挑选驱蚊花露水时因选 “酯 ” 避
“胺” 。

花露水使用有讲究
面对种类繁多的花露水， 消费者不仅

在选择的时候要视情况而定， 更要在使用
的时候注意以下事项。

1、 驱蚊花露水适用于蚊虫叮咬之前，
而已经被叮咬的皮肤则应使用止痒型花露
水；

2、因花露水含有酒精成分，在使用后
不要立即使用或靠近火源；

3、跟很多日化产品一样，不管是驱蚊
花露水，还是其它功能的花露水，针对特殊
人群如孕妇、婴儿，及有严重皮炎或皮肤破
损者，在产品包装上都标有注意事项，建议
按照其注意事项或本人医嘱正确使用。

“食人鱼”
入侵柳州
连伤2人

一天之内，连伤两人

7月7日下午， 广西柳州市
的张先生在柳江河白沙二队附
近亲水平台给小狗洗澡时，竟
然被3条凶猛的鱼攻击， 其中
一条鱼突然咬住张先生的手
掌不放。张忍痛将鱼摔上岸，才
发现自己的手掌几乎被啃掉一
块肉。

张先生之后将这条鱼带回
了家，并在网上查询其身世。经
过上网比对查验， 张先生捕获
的这条鱼竟然和产自南美洲的
食人鱼一模一样。 吃惊不已的
张先生立即拨打电话给媒体，
说有食人鱼咬了他。 记者起初
还不太相信， 赶到现场看到张
先生那血肉模糊的手掌， 才不
由得不信。

之后， 张先生的朋友吴某

好奇， 玩弄这条已经上了岸的
鱼， 谁知这条食人鱼不是吃素
的， 突然一口又将吴某的拇指
咬伤，顿时鲜血直流。

一天之内， 食人鱼连伤两
人。 这鱼到底是什么来头？在
网络上，记者查到了和这条鱼
一模一样的食人鱼的资料。 这
是原产南美洲、一种食肉的淡
水鱼。

为何会出现在我国？
为何远在南美洲的食人

鱼会出现在柳江河？据渔政部
门透露，食人鱼最早是作为热
带观赏鱼被不法人士引入国
内的。

近年来， 广西乃至国内不
少江河均有发现食人鱼的报
道， 跟作为观赏鱼的食人鱼流
入自然界脱不了关系。 国内南

方许多地方的气候和亚马逊河
流域的气候相似， 而食人鱼对
环境的要求又比较粗放、 繁殖
速度快；另一方面，国内河流普
遍缺少对食人鱼自然制约的因
素及天敌。 这种外来的凶猛鱼
种， 一旦在某一流域达到一定
的规模时，它们就会大量地“屠
杀”水中其他的鱼类，给当地生
态平衡带来严重的危机。

据了解， 目前我国已有的
120多个外来入侵物种中，大约
有50%是有意引进后扩散成灾
的。 中国目前还没有关于禁止
出售食人鱼的相关法律、法规、
规定； 对观赏鱼类买卖也没有
明确的管理规定。 由于法律存
有盲点，执法不力，造成作为观
赏鱼的食人鱼目前已游进国内
江河。

■据南国早报

食人鱼：并非首个外来物种
食人鱼（英文名：Piranha）俗名水虎鱼、食人鲳，是南美洲食

肉的淡水鱼。 它们通常有15～25厘米长。 食人鱼具有尖利的牙
齿，据说能轻易咬断钢造的鱼钩或是人的手指。食人鱼群可以在
10分钟内将一头活牛吃得只剩一排白骨。

食人鱼并不是第一个入侵中国并影响生态安全的物种。如
同样原产于亚马逊河的另一鱼种“清道夫”，已在中国一些流域
繁衍开来；原产于亚马逊河流域的福寿螺，经引进后也迅速在中
国一些流域泛滥成灾。

无独有偶，美国最近也发
现了一种长牙“食人鱼”，且
已确定美国遭到入侵， 更特
别的是， 这种食人鱼专咬男
性生殖器。

据外电报道， 美国伊利诺
伊州一处旅游胜地湖泊近日

在发现一种外来的“食人鱼”
后，进入了戒备状态，这种鱼
据称原产于巴布亚新几内亚，
因专咬掉男性生殖器而声名
狼藉。

据介绍，去年，英国著名
的探索类节目《河中巨怪》的

主持人杰里米·维德宣布在巴
布亚新几内亚某地成功捕获
一条大型食人鱼，这条鱼长着
与人类相似的牙齿，体重达18
公斤左右。 当地至少2名渔民
因被这种鱼咬掉生殖器而流
血死亡。 ■据新华社

食人鱼现美国，专咬男性生殖器

背景资料

原产南美洲的“食人
鱼”出现在中国广西？没错，
不仅有， 还连伤了当地两
人。近日，广西柳州的食人
鱼让人们重新关注起了外
来物种入侵的问题。

相关新闻

“元凶”就是这食人鱼。伤者手掌血肉模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