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緬甸自身工業基礎薄弱，產業配套不足十分嚴重。

據當地華人服裝廠負責人羅女士介紹，工廠要從福建

進口輔料，從雲南進口布料，費時費力費成本。香

港製衣同業協進會副會長簡曼麗表示，因產業不

配套，需從珠三角等地進口服裝的相關輔料，會

消耗很長時間，影響生產。

香港工

業總會副主

席劉展灝對此

也早有警示。他告

訴記者，因為緬甸的

產業不配套制約了港商

的轉移，目前也只有一小

部分港商前往緬甸投資，難

以形成氣候。

產業配套不足影響港商積

極性，而港口和公路運

輸難更令眾多港商卻

步。記者在緬甸最大的城市仰光看到，偌大的城市

幾乎看不到立交橋，許多道路並不寬闊，車輛其實

也不多，卻常出現塞車現象。連通港口的道路不及

珠三角的105國道，沒有一條真正意義上的全封閉全

立交的高速公路。若從仰光到市外近百公里，汽車

需走兩小時。

欠高速公路 深水港在建

為了解貨物出口情況，記者來到仰光港口，看到

四周十分空曠，沒看到繁忙的碼頭工人在作業；稀

稀落落地堆放一些集裝箱，有兩輛拖車在拖貨。據

了解，仰光港年吞吐量35萬標準箱，跟深圳港去年

的2,172.8萬標準箱比，僅是一個零頭。從事物流行

業的香港朗基貨代公司老闆古先生介紹，從中國進

貨經新加坡轉口仰光需近20天，因仰光港國際航線

少，從仰光港轉口新加坡需5天時間，港口作業效率

不到香港的一半。而仰光亦正興建深水港碼頭，但

最快也要兩年多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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緬甸，真的能成為港商的樂園？港商磨拳

擦掌之餘，也不得不考慮嚴峻的現實問題：

地價暴漲、租金飛升、產業配套缺乏、電力

供應匱乏，以及港口吞吐量小、物流運輸成

本高等問題，與8年前的越南多麼相似。難

怪有港商問：緬甸會成為第二個越南嗎？港

商需警惕的是，一旦海外投資大量湧入緬

甸，勢必推高本來已嚴峻的電力和物流成

本。另外，緬甸政局尚未完全明朗化，未來

政局變動可能會影響外來投資。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昌鴻、熊君慧

緬甸報道

儘管不少港
商紛紛湧入緬
甸尋求投資窪
地，但是一些
港商也擔心緬
甸 政 局 的 變
動，密切關注
當地局勢。在
仰光近郊投資
數百萬美元的

港商李先生指，緬甸政局還不是很明朗，
擔心萬一今後政局出現變化，收緊經濟政

策，可能全盤皆輸。

港商憂政局不穩無保障

眾所周知，50多年來，緬甸一直由軍人
執政，目前公開選出的總統吳登盛也是軍
人出身。而昂山素姬領導的民盟為反對
派，雙方政治紛爭不斷。現時緬甸局勢仍
未完全平穩，而緬北克欽族與中央政府衝
突也未完全了斷。因此，一些港商擔憂緬
甸政局是否全面穩定和真正成為一個法制
日益完備的市場經濟國家。如果有一天軍
人再度干預政治甚至封閉起來，港商的投

資損失就將會很大。
緬甸華人邱先生一家便深受其害，家族

幾次動盪都與當局政策變動有關：1964
年，因政府推行國有化政策，邱家的財產
被充公；1967年發生排華事件，緬甸華人
受到前所未有的歧視，所有華校被關閉，
華文被禁使用，家族事業受到巨大衝擊；
1986年，緬甸政府推行新貨幣政策，華人
手中持有的大量的舊貨幣便成為廢紙，邱
家財產大量貶值，幾乎化為烏有，邱父一
場大病，之後不久便過世。

作為在緬甸投資的新兵，港商何廣健沒
有那麼強烈的感受。但他擔憂，緬甸政局
不穩，再次閉關鎖國，西方國家對其紛紛
制裁，港商的投資肯定會大受影響。

對於目前緬甸工業土地的租金快
速飆升，很多港商擔憂，隨㠥國外
大量的企業轉往低成本的緬甸，龐
大的需求必將進一步推高租金、物
流和生產等成本。

從事塑膠包裝生產的港商何廣健
告訴記者，在仰光近郊租用了3,000
平米舊廠房，租金為每平米2美元，
這一價格已十分高，相當於深圳原
關外廠房的價格，「有不小壓力」。
為避免業主一年一個價，何廣健希
望與廠房老闆簽訂5年或10年的長期
租約，但遭到拒絕。「業主是當地
華人，只願意一年一簽，並明確表
示明年租金至少要漲10%。」

塞車不絕 物流成本升

何廣健說，近兩、三年雖然上漲
幅度不會太大，但他擔憂，如果大
量的外企湧入，5至10年後廠房租金
必將成倍上漲。除了租金外，大量
的外資湧入，緬甸也因道路不完
善，嚴重塞車而帶來時間成本、運
輸費用不斷上漲，整體物流成本也
勢將推高。因電力短缺，何廣健購
買柴油發電，他擔心如果大量企業
用柴油發電將令柴油也出現漲價，

抬高經營成本。
而從事製衣廠的港商李先生告訴

記者，公司在仰光近郊設立的成衣
廠，每平方米租金達2.2美元，這已
高於他們在深圳石岩開設的工廠租
金。「如果不是看好緬甸5年免稅以
及歐盟的免關稅政策，否則肯定不
會考慮緬甸。」

房價飛漲 通脹恐升溫

不過，李先生目前要解決的一個
現實問題是緬甸房價也開始上漲，
仰光城郊一套三房兩廳90多平方米
的樓房，售價高達20多億緬元，折
合20萬至30萬美元，也相當深圳關
外的房價。一葉知秋，他感歎：

「緬甸物價飛漲也不遠了。」

轉
自2011年吳登盛當選緬甸總統後，

他厲行改革開放，大力發展本國
經濟，吸引了海內外的高度關注。由
於緬甸只允許本國人購地，一些先知
先覺的本地人、華人及台灣和新加坡
等地投資者，紛紛通過各種關係與本
地人合夥購買大片土地，地價和租金
近幾年來像坐火箭一樣瘋狂飆升。

土地4年升價10倍

新加坡華人唐先生與當地人合作，
在仰光近郊擁有大片土地。他告訴記
者，4年前軍政府當政時，緬甸土地根
本不值錢。可是近4年來，由於國外投
資者大量湧入，地價已上漲了5至10
倍。記者在仰光城區了解到，城區地
價更是3年內飆升20倍，主幹道附近一
小塊土地的價格高達1億緬元（約合
11.56萬美元）。

來自台灣的王先生就因土地而獲
利。王先生與當地女子結婚後，以太
太名義買下大量土地，目前正在加蓋
廠房，準備對外出租。「近4年緬甸地
價漲得很厲害，4年前一英畝4,000萬
緬元，現在要4億緬元，上漲了9倍。」
當記者追問原因時，王先生表示，緬
甸炒風盛行。政府未放寬汽車進口之
前，大量資金炒賣汽車，一輛用了20

年的日本二手汽車轉手可賣5萬至6萬
美元。汽車進口放寬後，大量海內外
資金便轉戰土地。

月租堪比深圳二線

地價的高漲大大推高了租金。王先生
名下廠房每月租金為3.5美元/平方米，
折合20多元人民幣。聽到這一數字，考
察團成員都嚇了一大跳，大呼「有無搞
錯」，有的搖頭表示放棄。已經在仰光
近郊租廠的香港新興集團主席何廣健也
感歎緬甸廠房租金高。因為動手較早，
他所租的舊廠房月租金2美元/平方米。
另一位港商李先生在仰光近郊廠房租金
稍高，月租2.2美元/平方米，這一價格
已經高於深圳關外的租金。

如果說地價和租金飛漲令港商倍感
壓力的話，那麼，作為工業生產的最
根本保障的電力供應無法保障，則令
港商倍感頭疼。港商在仰光近郊3D服
裝工廠考察時，恰好碰到工廠停電，
工廠只得用柴油發電機發電，轟鳴的
機器散發出難聞柴油氣味，令大家紛
紛掩鼻。

柴油發電成本更高

工廠為了省電，沒有安裝電風扇，
攝氏35度的天氣讓員工和來訪港商熱

得渾身冒汗。工廠負責人說，緬甸一
年至少要停電一個月，居民生活用電
優先供應，工廠電力經常得不到保
證。精明的港商立刻打算柴油發電成
本，但發現在緬甸用柴油發電每升折
合5元多人民幣，與珠三角一樣高。再
比較電價，折合成人民幣大約每度電1
元，比珠三角要高。

當天返程途中，大家討論的焦點都
集中在電力緊張以及柴油發電成本
上。就在當天晚上，記者回到仰光市
中心，在一家超市購買日用品時，竟
然也遇到停電，而且一停就是半個多
小時，顧客只能以手電筒購物。緬甸
電力短缺之嚴重可見一斑。未來境外
投資者湧入之後，原本脆弱的緬甸電
力供應勢必百上加斤。

投資緬甸多重挑戰
類別 內容

地價 暴漲十倍

廠房租金 每平方米2至2.2美元

物流 成本高

港口 仰光港年吞吐量35萬標準箱

電力 嚴重短缺

交通 缺乏高速公路、基礎設施較差。

融資 貸款利率高達15厘，融資難，地下

錢莊肆虐。

製表：李昌鴻

租金飛漲 頻鬧電荒 配套物流欠佳

緬甸雖然在人力成本和免稅方面有大吸引
力，但金融系統發展仍非常不完善。目前，
當地銀行的存款和貸款利率均十分高，分別
超過7厘和15厘，許多企業因過高成本和有
限的額度而有所制約。新加坡華人洪先生希
望前往緬甸考察的港商早有心理準備。

據了解，目前，香港沒有銀行與緬甸有業
務往來關係，只有中國工商銀行與緬甸銀行
有業務關係，以及新加坡的大華銀行等與緬
甸有業務關係。因緬甸有外匯額度管制，加

上其貸款利率高達15厘，相比而言，歐美及
香港等地資金成本便宜，利率僅2厘至3厘，
因而很多外資企業都通過地下錢莊匯款轉
賬。因此，緬甸地下錢莊十分盛行，客戶只
需通過地下錢莊匯款，數百萬美元在半小時
內便轉到緬甸國內賬戶了，十分方便。

港商何廣健表示，緬甸貸款利率高得嚇
人，承擔不起，也不打算在緬甸貸款，他會
選擇分批次、小額度、每次數萬美元電匯入
緬甸賬戶。

政局未明朗 法制欠完備

產業缺配套 港口效率低

外資瘋湧推高生產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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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外企湧入緬甸，將推高當地

通脹。圖為緬甸主要城市曼德勒的

市容。 資料圖片

■緬甸的銀行貸款利率達

15厘，港商均不打算在緬

甸融資。 資料圖片

■記者到仰光港觀察，

四周相當空曠，碼頭未

有繁忙的作業。

李昌鴻 攝片

■港商何廣健租借的廠房老

舊，但每平方米租金每月都

需要2美元。 李昌鴻 攝

■新加坡華人唐先生表示，緬甸地價近4

年升5至10倍。

■緬甸華人邱先生的家

族因當地動盪受到很大

衝擊。 李昌鴻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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貸息達15厘 地下錢莊盛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