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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企全力爭奪「海上絲路」市場

港企看好緬甸無污染農產品
由於深圳成本持續高漲，從事塑膠
生產的港企新興集團已於去年底將深
圳工廠搬遷緬甸，可以享受歐盟等出
口免稅優惠。在緬甸開廠時發現，緬
甸土地資源豐富，更擁有豐富無污染
的熱帶水果和其他農產品，尤其看到
廣東自貿區的成立，這無疑給他帶來
了良好的機遇。

計劃引入中國市場
新興集團主席何廣健稱，緬甸土地
資源十分豐富，並且租金成本很低，
緬甸和東南亞其他國家豐富的原生態

無污染的農產品，其食品安全又有保
證。他稱，僅緬甸芒果就十分便宜，
並且十分甜，木瓜、榴槤、紅毛丹品
質也很好。而珠三角包括廣州、深
圳、東莞、佛山和惠州等地市共計有
5,000萬－6,000萬人口，每天的農產
品消耗量巨大，而廣東自貿區的優惠
政策和中國東盟自貿區的雙重利好，
他擬通過廣東自貿區將大量農產品輸
送到廣東甚至華南，從而可以獲得巨
大的商機。
港企珠海元朗食品有限公司有關負

責人伍女士告訴記者，因看好「一帶

一路」帶來的重要商機，目前，她正
尋求與東南亞國家合作，將其豐富多
樣的特色食品貼上元朗品牌，以銷售
至中國內地市場，分享「一帶一路」
的良好機遇。

「一帶一路」帶來巨大的市場機
遇，除了港台企業外，內地許多企業
也紛紛發力爭奪。他們利用自己的研
發、生產和專業等技術，積極爭奪市
場蛋糕。
在香港和深圳上市的大型企業中集
集團，其旗下中集集團車輛分公司業
務經理葉劍峰告訴記者，隨着「一帶
一路」戰略的快速實施，公司也積極
把握相關機遇。近幾年，中集在泰
國、沙特等地的業務一直都有年均
10%以上的較快速增長，所以公司
計劃乘着市場增長的勢頭在東
南亞國家增加投資。目前公
司在沙特和泰國已經分
別 投 資 了 年 產 在
5,000輛車的組裝

線。未來，公司計劃在「海上絲綢之
路」沿線國家建立長遠的營運平台、
製造中心、分部組裝生產線、銷售中
心及配套融資機構。今年，公司將在
馬來西亞和越南再建立兩個組裝廠，
每個廠年均組裝成車量在1,000台以
上。
湛江華大貿易有限公司也赴柬埔寨

投資5億美元，建設現代製糖農業產
業園，主要涵蓋製糖廠、食用酒精
廠、發電廠，以及有機肥料廠，園區
面積4.28萬公頃，年產食糖超過35萬
噸，為目前世界最大單條製糖生產
線。
廣東汕尾國泰食品與文萊漁業局合

作成立文萊美林養殖公司，該公司有
關人士稱，利用文萊良好的海域和氣

候條件，將中方的深海網箱養殖技術
進行海水養殖，目前公司已經形成了
40.5公頃的外海養殖場和10公頃內海
養殖場，養殖魚類包括了石斑魚、金
鯧魚、龍膽等十多個品種，公司年產
魚量已經達到了300噸，主要銷往中
國內地、東南亞各星級酒店。公司將
拓展沙特、阿聯酋、印度等「一帶一
路」國家市場。

在談到勞動
力資源豐

富的情況時，港企新興
集團主席何廣健是一臉的

興奮，他說，他在緬甸招工
時，很快便招到一兩百人，因為

緬甸人力資源充足，許多人甚至找不
到工作。相比在深圳他屢為招聘工人而

發愁，為留住工人得不設法提高待遇吸引他
們。因緬甸成本低，而出口歐盟等國是零關稅，

他感覺在緬甸有十年的發展機遇期，也是他二次創
業、再挖一桶金的關鍵之地。因此，人力資源豐富
是港商看好東南亞的關鍵因素之一。

接單委託東南亞工廠生產
渣打銀行在其「2015年度珠三角製造業調查報

告」中援引聯合國數據預測，2010年—2030年東盟
勞動力人口或將增加7,000萬，同期中國勞動力人口
規模將減少約7,000萬，這一增一降的對比中，無疑
東南亞的人力資源機遇更大。
談到「一帶一路」機遇時，廣州番禺港企、連峰
製衣負責人簡曼麗表示，她打算進行業務轉型為貿

易公司，將海外訂單委託給低成本的東南亞工廠生
產。自己負責設計和銷售，產品競爭力自然就大幅
提高了，毛利率也會有大幅提升。在談到為何要進
行這樣的轉型時，她無奈地表示，東南亞一些國家
的成本比珠三角要低很多，其廣州工廠的員工月薪
至少需 600 美元，而在東南亞許多國家，只需
120-160美元，僅為廣州近1/4-1/5，關鍵是即使廣州
工資高出一大截，卻仍然招不到充足的工人，為此
讓她感到十分頭疼。她計劃未來將廣州工廠進一步
收縮甚至關閉，自己將海外訂單全部委託給東南亞
的工廠生產。

美日對越貨品基本零關稅
香港鞋業商會會長張煒傑告訴記者，從2009年以
後，每年到東南亞地區的考察成為了鞋業商會最重要
的考察活動之一。尤其是2013年以來，隨着「一帶一
路」戰略的實施，更是讓更多港商看到了未來的巨大
機遇，也堅定了到東南亞投資的信心。張煒傑表示，
企業遷移到東南亞有着諸多方面的優勢，除了低成本
的優勢之外，因出口貨物主要到歐美市場，美國和日
本對越南的關稅基本已經降到了零，這可以為企業節
約出1%左右的利潤率。越南目前已經成為了世界第

二大製鞋業基地。
他介紹，以他旗下公司港之傑鞋業為例，近年來因

歐美市場訂單不穩定，從2009年之後公司就着手開拓
新興市場。記者了解到，目前港之傑鞋業在迪拜和馬
來西亞的新客戶都採用了與以往不同的開拓市場的方
式。「我們跟迪拜和馬來西亞的客戶將直接對接，省
掉中間商，利潤率能夠再提高2個百分點。」

拓展業務至韓國中東非洲
港之傑鞋業目前在亞洲的市場訂單已經佔據其市場

份額的一半，馬來西亞、新加坡、泰國、韓國、中東
都開設了分公司，新興市場的利潤率與傳統歐美市場
不相上下，進一步減少了金融危機對企業的衝擊。
「新興市場的特點是下單量分散，但質量標準要求不
高。整個鞋業商會已經有10%在東南亞設廠，未來的
3年-5年，這個數字會增加到30%。」
他稱，新興市場的增長潛力是吸引傳統行業遷移的

重要因素。在香港鞋業商會對會員企業的調查中，目
前已有10%的企業將工廠搬遷至東南亞，或者在東南
亞設立生產線。香港貿發局、工業總會等近年來頻繁
組織港企到東南亞、中東和非洲等新興市場開展貿易
交流會和行業展會。

許 多

港台等外資

企業從珠三角

撤往東南亞時，他

們不但看到這些國家

低成本和豐富的勞動力優

勢，而且更看到其巨大的市

場潛力，如東盟十國和印度分別

擁有6億和12億人口，而且隨着其

經濟發展和消費升級，當地市場也給他

們帶來巨大的機遇，他們甚至將其業務進

一步延伸至韓國、中東、非洲等地，利

潤不輸歐美市場。一些港商還發

現，東南亞許多優質農產品、食

品等種類豐富，可以將其出口

至內地市場，從中獲得更

多的商機。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昌鴻、何花

深圳、東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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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一帶一路」地區人口高達40多
億，GDP總量約22萬億美元，佔全球
GDP總量的30%，而且區域內大多數國
家正處在工業化初期，工業增加值佔
GDP的比重在30%左右。隨着這些國家
和地區經濟快速發展和消費逐步升級，
這無疑將工廠遷往東南亞和印度的港
資、台資和其他外資企業獲得巨大的市
場前景。

消費升級蘊藏巨大商機
港商何廣健表示，作為「一帶一路」

的重要國家印尼，其中產階級群體日益
壯大。包括印尼、越南、緬甸等東南亞
十國，其6億人口規模相當於巴西、德
國和美國人口的總和，隨着其經濟快速
增長，消費升級的機遇也十分龐大。因
此，港商不容錯過這一機遇。
與港企類似的是，富士康計劃在印度

設廠，主要看中印度豐富和充足的人力
資源。據悉，印度僅就業人口就接近5
億人，在印度設廠為蘋果公司生產手機
和平板電腦，藉機與蘋果公司一起分享
印度快速增長的龐大
市場。
渣打銀行在其最新

發佈「2015 年度珠
三角製造業調查報
告」中稱，除經營成
本和勞動力成本低廉
外，湄公河地區消費
市場龐大且不斷成
長。越南擁有9,000
萬年輕人口，且這一
數字正不斷增大。據
聯合國統計數據估
測，未來 15年越南

人口規模將增加到超過1億。2014年渣
打開展的湄公河調查中，44%的越南外
資企業反饋稱，龐大的當地消費市場
是其決定在越投資建廠的關鍵因素之
一。

越南富裕階層增長快速
此外，越南富裕階層規模快速增長，

其2005年—2013年間人均GDP增速位
居東盟經濟體之首，2013年越南人均
GDP增長2.7倍至1,900美元。據經濟學
人智庫預測，2014—2020年越南富裕家
庭（金融資產在10萬-200萬美元之間）
規模增長速度將達到全球第三。財富增
長將增加當地居民對優質商品和服務的
需求，並推動消費升級。
由於看好東南亞這一機遇，港企德國

寶電器公司執行董事陳嘉賢告訴記者，
目前他們公司正處在開拓境內外新市場
的關鍵時期，東南亞市場亦會是公司未
來重要的增長點，目前正將業務擴大到
越南、馬來西亞等國家，為將來在當地
的市場開拓打好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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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緬甸擁有豐富的熱帶緬甸擁有豐富的熱帶
水果資源水果資源。。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印尼等東盟印尼等東盟1010國的中產階級群體正在國的中產階級群體正在
擴大擴大，，將形成龐大消費市場將形成龐大消費市場。。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東南亞等國人力成本低東南亞等國人力成本低、、資資
源豐富源豐富。。 何花何花 攝攝

■■港企連峰製衣負責人簡曼港企連峰製衣負責人簡曼
麗麗。。 李昌鴻李昌鴻攝攝

■■隨着經濟發展和消費逐步升級隨着經濟發展和消費逐步升級，，東盟東盟1010國將成為不可忽視的市場國將成為不可忽視的市場。。圖為越南一家大型購物商場圖為越南一家大型購物商場。。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中企積極在東南亞佈局中企積極在東南亞佈局，，爭爭
奪市場蛋糕奪市場蛋糕。。圖為中集車輛圖為中集車輛
（（泰國泰國））有限公司有限公司。。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