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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在亚洲市场，日本是汕头市在亚洲市场最大的进15国家。2006年。从日本进口占到
总进15的19.13％，此后，进口比重下降，由2007年的17.40％下降到2008年的15.76％，但仍然稳居汕头
市在世界上的第一大进口国。其次是韩国。汕头市从韩国的进口比重由2006年的9.23％下降到2007年
的8.28％，2008年出现了16.2％的增长，比重又回升到10.71％。此外，中国香港、新加坡、沙特阿拉伯
和泰国等国家和地区也是汕头市的重要进口市场。中国香港是汕头市在亚洲市场进口增长最迅速的市
场之一，进口比重由2006年的3.95％上升到2008年的6.1％。阿联酋与此相反，从阿联酋的进口由2006年
的4542万美元减少到2008年的6万美元，2007年出现了73.07％的负增长，2008年又出现了99.5％的负增
长。印度尼西亚可以算得上是汕头市在亚洲市场进口波动最大的国家。2007年，从印度尼西亚进口比
重为1.92％，同比增长136.06％，而2008年出现了同比下降56.1％，比重下降到0.94％。 欧洲是汕头市
的第二大进口市场，从欧洲市场进15比重由2006年的14.03％上升到16.40％，2008年受金融危机影响，
比重下降到14.32％。德国是汕头市在欧洲市场上的主要进口国家。2006年，汕头市从德国进15额10981
万美元，占总进口5.69％，2007年，进口额同比增加70.33％，进口额上升到18704万美元，比重上升
到8.51％。然而，2008年，由于金融危机影响，汕头市从德国进l5同比下降38.4％，比重下降到5.83％
。英国是仅次于德国的欧洲第二大进口市场，但是从英国的进口额在2006年和2007年时不到德国的一
半。2008年，汕头市从英国进15同比正增长61.5％，进口比重升至3.69％。俄罗斯是汕头市在欧洲市场
进口增长较快的国家之一。从俄罗斯的进口比重由2006年的0.09％上升到2008年的0.21％，2007年
和2008年的增长率分别达到了60.92％和51.8％。 北美洲是汕头市的第二大出口市场，但是从北美洲
进15却较少。汕头市从大洋洲进15减少很快，2006～2008年，进口下降速度达到了50％以上。从非洲
进口下降也达到了40％左右。而南美洲进口则迅速增加，如表5—7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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