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時值盛夏，但對於眾多內地企業來說，目前仍處於「寒冬」。今年以來，內地經濟增幅出人意料地下滑，內

需乏力、外貿不振、產能過剩、中小企資金「短板」，不少國際研究機構紛紛調低今年中國經濟

增長預期，而國務院總理李克強7月中透露的「底線保七」一席話，令外界倍感下半

年的經濟增長壓力更大。未來，中國經濟將怎樣走下去？如何突破目前的經濟

困局？本報特別策劃「尋找中國經濟突破口」系列，了解一些地

方政府及企業是如何面對困難，並採取怎樣的策略欲

衝出重圍的。同時，也會分析中央對中

國經濟發展所做的思考和採

取的策略。

■責任編輯：鄭慧欣　■版面設計：美術部 2013年8月8日(星期四)

江蘇南通歐貝黎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工

作人員在太陽能電池組件車間忙碌。 新華社

A8 系列專題：江浙篇

■江蘇昆山部分台資企業紛紛撤

離。圖為昆山一開發區。資料圖片

江蘇昆山是內地台資最密集的地區之一，共有台
資企業4,200多家，這裡曾聚集富士康、仁寶

等IT產品代工的台商大佬，一度成為全球筆記本電
腦出貨重鎮。但隨 國際金融危機和經營成本的攀
升，台灣地區對大陸投資有所放緩。據商務部統
計，去年大陸批出台商投資項目同比下降15.5%。受
限於江浙沿海地區高企的人力成本和外需的減弱，
眾多當年號稱「世代扎根」昆山的台商開始動搖。

IT企業根基動搖

昆山市台商投資企業協會總會會長李寬信透露，
前任會長蘇來得也是由於經營不善，在2010年底成
了「逃跑會長」。僅是昆山台協會玉山分會，從前年

年底開始，原有的150多家會員企業中，就有17家陸
續退會，其中多數是IT配套企業，一些去了重慶，
一些回台灣。
不過，多數台企依然選擇留守。在國務院批准設

立昆山深化兩岸產業合作試驗區的「政策紅利」
下，留守的昆山台企正在積極求變。如知名自行車
生產企業捷安特，在人力成本上升的情況下 力改
進操控的自動化程度，以增強品牌的認知度。更多
的昆山台企注重節能減碳，尤其是外向轉向內銷已
成為昆山企業的主攻方向。這些企業還在科技轉型
上加大投入。昆山凌達光電公司今年首季投入300多
萬元用於設備更新——引進數台全自動貼片機，使
原來一台機子需10多個人操作，現縮減到2人。

浙江社科院經濟研究所所長徐劍鋒表示，當
前，大部分江浙民企均面臨「四貴」（用工、原
材料、利息率、匯率）、「四難」（融資、招工、
用地、物流）和「四降」（銷售、利潤、出口、
投資的）嚴峻局面，這雖有國內外經濟形勢原

因，但與兩省所處的發展階段密切相關。
2008年，浙江人均GDP突破6,000美元，2009年江

蘇緊隨其後，這標誌 兩省已進入工業化成熟期，
經濟增幅從10%以上回落至4%-8%也屬正常。
從歷史經驗看，這一時期同時正孕育 一個嶄新

時期的到來，特別是引領新一輪發展的低價設備更

新、海內外併購、招攬人才和技術革新都提供了豐
富的可能性。如溫州鞋王奧康集團就是利用倒逼機
制推進產品與科技的融合，提升產品的科技含量，
提高產品附加值，尤其是探索3D打印技術以推進傳
統造鞋工藝的顛覆性變革。儘管轉型升級會給企業
帶來陣痛，但唯有創新才能突破和進一步發展。可
喜的是，創新驅動已成為浙江政府和企業的共識，
打造「升級版」經濟也成為江浙兩省的共同追求。
相信，通過生產、營銷模式、管理等創新的江浙製
造業不僅能順利走出困境，且利用科技融合驅動的
民營經濟定能率先引領中國經濟邁進嶄新的時期。

創新驅動突破發展瓶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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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經濟低

迷、生產成本加劇和融資環境不佳

的經濟「寒冬」裡，以外貿為導向的江浙民營

經濟遭受重創，大量中小企停業甚至破產倒閉；而江蘇

一些被視為「台商寶地」的地區，也有不少台資企業紛紛撤

離，面對巨大壓力，不少民企通過生產、營銷模式、管理等創新，

或借經濟低迷中的低成本為突破口進行逆勢擴張、併購，搶佔新一輪經濟騰

飛先機。 ■香港文匯報記者 白林淼、潘恆 溫州、昆山報道

「鎖業大王」強強集團

規模萎縮員工減半

溫州「鎖業大王」強強集團是中國最大
的鎖業生產企業，2003年由當地4家鎖

具重點企業組建而成。當年，在溫州鎖具
產量已佔全國65%但產值仍不及廣
東、山東等地的景況下，強強集團
的誕生讓業界備受鼓舞，也對
已獲「中國鎖都」稱號的溫州
鎖具業問鼎中國充滿期待。

誠然，強強集團成立之
初確實給溫州鎖具行業帶
來不少起色，他們不僅引進了國外的先進設備，而且
還與浙江大學共同組建了技術研發中心，使生產囊括
各類中高檔門鎖、日用五金、智能門鎖等高達80多
個系列、1.2萬多種，產品遠銷歐美、南非等30多個
國家和地區，相繼獲得「中國十大鎖王企業」、「中
國最大的執手門鎖出口企業」等稱號。

民企危機蔓延大中企

然而好景不長，自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後，
溫州經濟接連受挫，該市去年的GDP增幅僅為
6.7%，低於全國7.5%的增長預期；去年外貿出口總
額亦同比下降了2.6%；今年首季，溫州還出現平均
每天有1家企業向法院申請破產的現象。
強強集團的產量和利潤額雙雙大幅下挫。集團董事

長黃聰弟接受本報記者訪問直言，集團的生產已從之
前的「三班倒」（早中晚三晚，24小時連續開工）變為
目前的時開時停，員工從原來的3,000多人驟減至當前的
1,800餘人，差不多少了一半；上交的稅收也從曾經的每
年4,000多萬元降至現在的2,000餘萬元。
強強集團的困境不僅說明經濟寒冬尚未過去，同時還預

示 江浙民企危機正由中小企業向大中型企業蔓延。據統
計，去年前11個月，浙江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利潤下降8.8%；38

個行業大類中利潤下降的行業有23個；企業虧損額增長58.8%；
今年1至4月，浙江外貿增速被山東、天津超越，退居全國第5位。

而江蘇，去年43,810戶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累計實現主營業務收入比
2011年減緩了13.1%。

搶佔新一輪騰飛先機

面對深不見底的「寒冬」，浙江省政府相繼推出拓內銷、優環境、振興實
體經濟等系列救市舉措，近期又提出了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江蘇亦出台相
應政策措施。不過，浙江社科院經濟研究所所長徐劍鋒認為，在外貿出口
不興及融資成本、物流成本和勞動力成本繼續增大下，政府各種舉措仍不
能從根本解決企業難題，民企經營成本上升甚至價格倒掛、部分行業大面
積虧損和資金鏈斷裂等現象依舊蔓延。當然，草根民企有 頑強的生命
力，他們在當地政府主導下，不僅要在冷冬中以各自的方式禦寒，還有望
借經濟低迷中的低成本進行逆勢擴張和海內外併購，搶佔中國新一輪經濟
騰飛的先機。

打造「五星」廠房 口碑贏訂單
不久前，內地知名鞋企奧康集團第4家國

際館在上海開業，當天即實現了14萬
元的銷售額。儘管這個業績對於百麗（Belle）
等品牌來說並不算很高，但是在經濟低迷、
電子商務嚴重衝擊及眾多鞋服行業品牌深陷
「關店潮」的當下，奧康集團逆勢擴張及取
得的成效備受業界關注。
奧康集團是中國最大的民營造鞋企業之

一，但就是這樣的企業亦無法逃避經濟寒冬
所帶來的衝擊：外貿出口。去年11月「完勝」
歐盟對華反傾銷案，總算讓6年抗辯劃上句號，可新出口市場仍待開闢；
內銷方面，國外知名品牌大量進入、新興品牌快速崛起，電子商務不斷搶
奪傳統市場，競爭日趨激烈；生產成本，原材料漲價、勞動力成本攀升等
不斷擠壓利潤空間⋯⋯

推出國際館 融合電子商務

奧康集團董事長王振滔表示，在生產上，奧康逐步將生產車間改造成國
際領先的「五星」工廠，以贏取海內外更多訂單；營銷模式上，一方面顛
覆性地推出全新的體驗式店舖「國際館」，另一方面則是加大與電子商務
的融合；多元化投資方面，在房地產開發上瘦身、在金融和生物製藥領域
繼續加大創新和投入。
為擴內銷，奧康推出國際館，採用創新的品牌集成發展模式，除了奧康

國際自有品牌外，還兼售國際品牌，相比以往以品牌作為區分的傳統營銷
模式不同的是，奧康國際館產品的陳列根據產品類型分為優雅商務區、假
日休閒區、時尚精品區，更便於消費者選購，價格從500元到4000元不等，
店內且提供訂造服務，務求以客為本。目前，國際館已經開出了10家。

「溫州鞋王」奧康集團

加大科技投入積極求變
「單車大王」捷安特

■奧康集團董事長王振滔。

■強強集團董事長黃聰弟正

為企業發展尋求突破口。

■奧康的「國際館」引領內地鞋企營銷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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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GDP和外貿數據
年份 GDP 外貿出口額 (增減)

2008 10.1% 1542.9億美元 (增20.3%)

2009 8.9% 1330.2億美元 (減13.8%)

2010 11.8% 1804.8億美元 (增35.7%)

2011 9% 2163.6億美元 (增19.9%) 

2012 8% 2245.7億美元 (增3.8%)

江蘇GDP和外貿數據
年份 GDP 外貿出口額 (增幅)

2008 12.5% 2380.4億美元 (增16.9%)

2009 12.4% 1992.4億美元 (減16.3%)

2010 13.5% 2705.6億美元 (增35.8%)

2011 11% 3126.2億美元 (增15.6%)

2012 11% 3285.4億美元 (增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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