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接受本報專訪的首席名譽會長蘇永強，是香港表廠商會的前任會長以及時運達集團董
事長，他分析香港鐘錶業的現況時，指出現時的工業正處於後金融風暴時期，但由

於內地市場龐大，前景仍然樂觀。

平台的設立
回顧以往的工作，蘇永強認為任職會長期間最顯著的貢獻，就是建立了一個服務公司會

員的平台，以探訪、會議以及 常的歡樂時光等形式關心新舊會員，並向他們提供行業相
關的信息。他們又建立了一個國際化網頁，發佈會議和行業的相關資訊，務求吸引新會員
的加入，又留住現時的會員。

發展的方向
他承認現時中國出口不景氣，但認為錶廠不應單靠建設品牌作為出路，反而廠商之間要

加強溝通和合作，加上政府政策的配合，必然能夠共度時艱。他指出，廠商的出路不一定
要靠做品牌，做強做深比做大更重要，只要有市

場，品牌的建設可以找代理商代為處理。
他又鼓勵年輕人加入商會。他說，新
公司容易面對開廠的困難，故此他們
可以運用現時國內廠房的資源，轉而
在香港做銷售生意。大部分會董均在
國內設有廠房，商會將會很樂意促成
雙方合作。

最後，他歡迎政
府推出的「中小企
融資擔保計劃」，
但期望政府參考過
往的做法，在查核
方面不要過嚴，這
樣才能真正幫助到
中小企紓緩財政困
難。

香港表廠商會第44屆會董會就職典禮籌委會主席王堅全，是環球鐘錶貿易有限公
司的董事，從2008年開始在內地推廣自家品牌「查爾斯寶」手錶系列，在北

京、武漢及昆明等地均有銷售點。在接受本報專訪時，王堅全解構了廠商品牌的建設
以及香港的優勢。

品牌的建設
王堅全認為，品牌在成本計算方面是很不容易的，而且公司要有銷售渠道，試驗產

品的認受性，至少要10年的時間才能賺錢。若有意建設品牌，倒不如先在香港、澳
門、東南亞累積品牌的歷史，再到內地銷售。因為香港人普遍願意嘗試新事物，但國
內則傾向相信廣告和知名度，需要投入更多的資源。

香港的優勢
他又說，現時香港鐘錶業的情況猶如80年代的日本，成本日益高漲，但仍然有一定

的優勢。確實，香港廠商生產手錶的成本不及內地便宜，但內地在產權的保護不完
全，在供應商行為的規管仍然有漏洞，影響到賣家的利益。相反，香港的營商環境比

較成熟，重視產權和法規，在產品開發、設
計、信譽仍保留 一定的競爭力，客戶亦願
意多付一點保障安全。

王堅全亦提到，由於國內的工資越來越
高，甚至可以預期幾年後設廠的成本將會
與香港看齊，所以部分廠商已經陸續結束

內地的廠房，並將廠房搬到
天水圍、元朗等地，又吸納
附近地區的一些低技術員
工。香港廠商亦會利用與內
地緊密的經濟往來，尋找合
適的策略性夥伴，控制成
本。他有信心，香港鐘錶行
業的競爭對手不多，前景還
是樂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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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表廠商會於1968年7月成立，現時會員數目約
600間。目的是致力於發揚本港鐘表工業，促進本地
同業團結，維護同行利益、促進貿易、聯絡各地同
業及促請政府為本行業釐訂正確之政策及條例等；

經常代表會員向政府及外界反映業內困難外，為各
會員謀取更多福利，協助會員考察投資環境，加強
各會員對各地之了解，促進香港鐘表工商業之發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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