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

昌鴻 深圳報道）在歐債
危機、美國經濟低迷，加
上內地工人工資上漲及原
材料成本上升等不利因素
影響下，港企今年經營仍
艱難。港企新興集團主

席、香港中華總商會理事何廣健(見圖)料公
司今年出口將下滑20%-30%，目前幾乎是零
利潤經營，欲轉往越南等東南亞國家發展。

而從事消費品生產的港企則影響不大，港
資保潔麗日用品（深圳）有限公司董事長陸
詠儀預計，今年出口香港和東南亞將增長
20%。香港中小企促進聯會會長林國雄則表
示，港企應以自動化和產業升級等來應對內
地外危機。

對於海外需求下滑和內地成本上升，何廣
健是一肚子苦水，指目前其在內地的經營環
境是歷年來最惡劣的，歐美訂單下降了20%
－30%。由於市場競爭激烈，其塑料包裝價
格不斷被海外客戶壓低，加上工人工資上漲
20%和原料成本上升，目前已接近零利潤，
且深圳工廠一個月八天停電，生產更受影
響。他以前不考慮將工廠搬遷至東南亞，現
在則在研究和考慮之中。他說越南工資只有
中國1/4，越南出口至歐盟更免關稅。

不過，由於行業的不同，生產日用品的保
潔麗的生存環境則要好不少。陸詠儀其對公
司的發展較為樂觀，其出口佔總銷售收入四
成。由於內地和海外消費能力的提升，保潔

麗今年出口香港和東南亞的收入將會增兩成，她還將內
銷網絡擴展至內地二線城市，並大力拓展電子商務。加
上公司產品為香港名牌，因此儘管面臨歐美經濟不景氣
的衝擊，她仍對公司今年發展有信心。林國雄則表示，
目前珠三角港企面臨非常不利的環境，海內市場需求低
迷和內地成本高漲，因此對港企發展不樂觀。

近年來珠三角的生產成本持續高企，令不少

港商感受巨大壓力。但貿發局的調查披露，有

75%的港企表示並無計劃將生產基地搬離珠三

角，主要原因是其他省份距離香港太遠，難以

管理。有40%更認為珠三角的供應鏈和配套設

施完備，仍是內地最佳的生產基地。

開設「衛星廠」料成趨勢
據貿發局披露，僅有16%的受訪港企已準備搬離珠

三角。梁海國指出，現時珠三角的生產環境仍相對較

好，不少港企僅是希望將若干業務「轉移」到其他地

區，而非將珠三角的工廠關閉後徹底「搬離」。

他稱港企較常見的做法，是將需要較多勞動力從事

的業務轉移到成本較低的省份，開設「衛星廠」以配合

珠三角的生產基地，相信這一趨勢將來會有所增加。

此次貿發局調查亦有涉及中國內地的勞工情況，結

果顯示86%受訪公司表示在過去三個月勞動成本有所

上升，2011年第四季為79%。55%受訪公司表示它們

或其供應商在農曆新年後曾受到勞工短缺的影響，當

中57%更指農曆新年後勞工短缺問題較去年嚴重。

梁海國表示，內地勞工一般在農曆新年後可獲加

薪，縱然上季勞動成本上升或是基於此季節性因素，

但預期勞工短缺和工資上升的情況很可能會持續，港

企將為此持續受到困擾。但他強調，內地的勞動力和

生產力在國際層面比較，仍有非常明顯的競爭優勢，

因此仍會是港企投資和開廠的首選地。

不過，由於生產成本上升、海外需求下降，加上競

爭越趨激烈，他相信香港公司的邊際利潤將繼續被蠶

食。

貿發局披露，本港
大部分主要行業

的出口情緒均有改善，
其中以玩具和珠寶指數
錄得最大升幅，分別上
升至45.5及45.3，但仍
低於50。各個行業中以
服裝出口商最為悲觀，
服裝出口指數進一步下
跌至37.7，是2009年第
三季以來新低。

出口市場方面，中國內地和日本的出口指數相對穩
定，略低於50，分別為49.7和48.0。出口至美國的信心
指數稍為改善，由43.8上升至46.3。歐盟的出口指數則
為42.6，與上季的42.1相若。

美經濟轉為「不太悲觀」
梁海國昨日於記者會上表示，去年12月時歐美經濟

均不明朗，但從聖誕期間的情況來看，銷售數字好於
此前預期，今年首季的各項經濟指標更顯示，美國經
濟正在「緩慢而穩定地復甦」，由「比較悲觀」轉為

「不太悲觀」，但仍未達到「樂觀」。而歐洲近期對債務

危機的處理有進展，各方對希臘的救助達成方案，雖
然不代表整個危機已徹底解決，但市場的信心有所恢
復，相信這些因素均是推動最新指數回升的原因。

至於內地經濟，梁海國料將會「軟㠥陸」，由於中央
將採取更多措施刺激內需，加上城鎮化步伐的加快，
預計今後私人消費的增幅將較經濟增幅更快。對於總
理溫家寶指「內地房價遠遠沒有回到合理價位」，他亦
認為不是大問題，相信調控不會對經濟造成影響，又
指經濟增幅的放緩符合「十二五」發展方向，內地將
會由「高數字增長」進入「高質素增長」時代。

應積極把握新興市場機遇
梁海國又呼籲，香港出口商應積極把握新興市場的

機遇，尤其是金磚四國和南非，雖然近期經濟有放緩
趨勢，但仍遠超過發達國家，且由於中產人口壯大，
為香港產品帶來種種商機。他稱，本港出口商需要提
供價格具競爭力的產品，其設計和功能應較出口至傳
統市場的簡單，亦應採用有效的品牌策略，才能令產
品成功突圍。

貿發局於去年底訪問了3,500家香港製造商和貿易
商，調查發現1/3的受訪公司預期自己在2012年的出口
表現將屬於「不理想」或「非常不理想」，45%預期表

現只屬「一般」，反映企業對出口表現傾向負面。受訪
公司認為出口表現一般或不理想的原因，主要是「目
標市場購買力弱」（89%），尤其是西歐及美國；以及

「產品競爭力下跌」（87%），因為成本上升及匯率變
動，令它們的產品價格失去競爭力；以及「同業競爭
激烈」（83%），特別是面對中國內地的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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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昂：內需強 鎖定東盟

成
本
上
升

出
口
環
境
惡
化

歐債紓緩 港出口指數微升

香港文匯報記者 涂若奔

珠三角仍屬最佳生產基地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涂若奔）貿發局昨日公布最新一期《貿易季刊》披露，今年第一季香

港的出口指數為43，與2011年第四季的40.6相比有所回升，但該指數連續第三季在50分界線以

下，顯示整體出口信心仍屬負面。貿發局首席經濟師梁海國表示，現時仍難言本港的出口是否

已見底，對未來前景「不敢太樂觀」。他認為，歐債危機是否會進一步惡化，將是影響出口的

最大不明朗因素。

香港出口指數
指數 資料來源：貿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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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黃詩韻) 隨㠥中國勞動力薪酬上
升，生產成本繼續處高位。中國目前仍是「世界工廠」
嗎？里昂今年經濟展望便將目標從中國、印度等新興國
家轉移，鎖定東盟(ASEAN)。

里昂證券主題研究部主管Amar Gill表示，中國面臨勞
工短缺問題，印度監管制度亦風險大增。相反，
ASEAN國家勞動力資源冒起，年輕人口佔總人口約
40%。另外，這些國家中產階級日益強大，上升幅度達
50%，富裕人士5年內翻2倍。因此，購買能力大大增
加。有關國家的內需及對金融服務的需求，將是外資的
投資機會，也會帶動周邊國家出口業。

■貿發局首席經濟師梁海國

香港文匯報記者涂若奔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