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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起「德國製造」，消費者一般會想起靚車等各式優質
產品，而其實德國企業也是全球商界的學習對象。德

企業文化以效率、紀律、審慎見稱，把員工的潛能發揮得
淋漓盡致，使德國製造業享有獨一無二的競爭優勢。

風光背後仍有瑕疵
風光背後，德企當然並非毫無瑕疵。除了今次排放
測試醜聞之外，福士2007年已被揭發以公款舉辦性派
對及購物團，藉此討好工會高層，時任總裁皮希更承
認與涉事者過從甚密。其他企業也被揭發有不當行

為，2011年有一家德國保險公司承認，會為表現理想的經紀安
排性派對；2008年西門子公司亦曾因賄賂外國官員，被美國司
法部重罰10億歐元(約87億港元)。至於較近期涉及德企的重大
事故，還有半年前漢莎航空旗下「德國之翼」的撞山空難，外
界質疑公司為何未有察覺機師精神有問題。
有意見認為，這些個別事件影響有限，不會摧毀「德國製
造」長年累積的口碑，產品質素仍有保證。然而福士事件再次
敲響警鐘，隨着全球企業不斷設法提高競爭力，德國不可以
「食老本」。身兼德國電信和漢莎航空董事的澤特貝格爾指出
德企文化存在缺陷，必須予以正視，才能保住近年的優良表
現。

權力集中 高層鬆懈
他以福士為例，指德企規模龐大而權力過於集中，促使
管理層只着眼於維護自己管轄範圍內的利益，並容易造
成報喜不報憂的「刷鞋」文化，從而放鬆了警惕。雖然擴
大員工的話語權有助於監督，但若大家都同聲同氣「唱
好」，也是難以揭露問題。澤特貝格爾認為，德企長
期以來表現出色，但一旦出現缺陷，絕不可再繼
續自滿。

素有口碑爆醜聞更傷
法國歐洲工商管理學院教授韋梅倫警告，若
福士醜聞擴展至多於一間企業，德國汽車業
以至整體經濟將受打擊。分析指，外界特
別關注德企的醜聞，因為其汽車和工業設備
都是以較昂貴的價格來作為質量保證。另
一原因是德國在國際經濟領域上，以「教
師」的身份來教訓其他歐洲國家要守紀律和
審慎理財，如今德國自身也有問題，在部分人

看來自然有一種幸災樂禍的心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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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鍾洲、黎耀康

福士車廠造假醜聞對德國政商界構成重大衝擊。分
析指出，一旦福士長遠銷售受到打擊，對德國經濟
的傷害，可能比希臘債務危機有過之而無不及。
無論戰前和戰後，汽車業一直都是德國經濟大動
脈。總理默克爾數年前曾指出，德國有1/7就業職位均直接或間接與汽車工
業有關。德國汽車業界去年銷售額高達3,850億歐元(約3.34萬億港元)，佔
德國國內生產總值(GDP)高達14%，當中只有1/3來自德國國內，其餘2/3
均來自海外，因此不難想像源於美國的福士排放醜聞到底會有多大影
響。
分析擔心，假如福士醜聞進一步演變成對德國品牌的不信任，其他德
國車廠如寶馬、平治等，也可能受到波及。英德貿易協會(BGA)指，部分
德國企業已開始憂慮骨牌效應。

美歐TTIP恐受影響
福士汽車醜聞令公司聲譽受重創，事件亦可能影響歐盟和美國商議已久的
「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夥伴關係協定」(TTIP)。該雙邊協定旨在取
消關稅，促進化學品、化妝品、藥物和汽車等9大產業的貿
易，其中汽車更是重點產業，而今次事件可能令
德國汽車在美國市場面臨更嚴格監管。

德國產品在國際大受歡迎，但這優勢未來或會削弱，這並
非由於品質不濟，而是因為它價格過於昂貴，令消費者轉投
「性價比」更高的產品。德國貿易及投資部門去年發表報
告，認為「德國製造」並非永恆銷量保證，企業必須改善自
身品牌優勢，才能維持現有成績。
報告指出「德國製造」標籤由英國人在1887年建立，起初

用作代表「低質素進口貨」，後來經一番努力才打響名堂，
成為各國人民的信心保證，在俄羅斯及日本聲望尤其突出。

印度客只望不買
不過即使德國貨質素獲世界公認，也不代表它毫無缺點。

以美國為例，當地人普遍認同德國貨的品質，但一般認為它
們價格過高，美國貨相對更划算；情況在發展中國家更明
顯，負責研究印度區的帕斯凡蒂斯指出，由於德國貨太昂
貴，當地大多數人只會在櫥窗張望，絕少付錢購買，於中國
市場則要面對本地廠商的競爭。
德國今年起把最低工資設於時薪8.5歐元(約74港元)，但
EurActiv報告顯示，去年德國工人平均時薪達31.8歐元(約
276港元)，在歐洲排行第8，其中製造業時薪更達37歐元(約
321港元)，高居歐洲第4。企業還要付出收入的28%作社會福
利、稅項及退休金等支出，只能依靠提高生產效率彌補薪酬
開支。

德國在創新科技研發及應用上，毫
不遜色於美國，主因是政府大力支持
科研，上年便撥款約27.5億美元(約
213億港元)予歐洲最大科研機構夫琅
和費應用研究促進協會，讓協會旗下
位於德國的67個研究所全力研發各
種創新科技，應用於工業生產，還會
結合新科技與舊有企業，使德國工業

歷久常新。
許多德國中小型企業在成功進佔全

球市場的同時，維持在德國的生產
線，原因正是協會為企業提供良好生
態環境，即使德國人工水平較高、監
管較嚴，但仍然適合企業經營。協會
研究範圍廣泛，從演算法等與電腦科
技相關範疇、細胞生物學乃至林業科

技均有涉獵，而且集中在可即時應用
於工商業的短期研究上。例如，集中
於生命科學科技的德國公司，與協會
旗下的應用訊息技術研究所合作，發
展新資訊管理工具及掃描科技。
協會亦會與企業合作改良產品，創

造新商機，發展地區經濟。例如
1990年東西德統一後，便在以製作

光學儀器著名的市鎮耶拿創建應用光
學和精密機械研究所，研究激光、光
子學及納米科技，並與著名光學產品
企業卡爾蔡司合作，研發鏡頭及準確
切割技術，發展激光量度技術及製作
抗光及激光物料，結果形成基於以上
技術、包含逾40間公司的產業聚
集。

德國近年積極推動第四次工業革
命，即「工業4.0」，透過運用資訊
及通訊科技的「智能工廠」，將生產
過程數碼化，從而提高產品質素、降
低成本及提高效率。
德國總理默克爾早前呼籲全歐洲致
力推動工業4.0，盡快融合網絡與工
業生產。德國本身斥資2億歐元(約
17.4億港元)，在政府、學界及商界推

動工業 4.0研究，龍頭企業德國電
訊、SAP及西門子等均有參與。
作為示範企業，西門子已在安貝格

設立一間電子廠，製造廣泛應用於自
動化設備的硅鎂質「可編程式邏輯控
制器」(PLCs)，同時利用自動化設備
生產成品。工廠自 1989 年投產以
來，自動化程度大幅提升，現時75%
的生產過程均由機器及電腦控制。工

廠目標是將所有重複及大量生產的工
序自動化，包括接受訂單及將成品裝
船。

生產前發現設計瑕疵
資訊科技亦在工廠廣泛應用，各部
門使用業界資訊平台Profinet溝通，又
利用西門子研發的工業識別工具追蹤
整個生產過程，所有數據儲存在中央

製造執行系統(MES)。西門子工業4.0
負責人韋格納指，資訊科技令工廠節
省時間及提升產品質素，在生產前就
發現設計瑕疵。工廠的誤差率已由百
萬分之500大幅降低至百萬分之11。
雖然工廠生產的產品更為複雜，但

由於廣泛推行自動化及數碼化，生產
力在過去10年提升6倍，令員工人數
維持在1,000人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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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之道：科研機構成後盾 科技即食 德國貨貴價 動搖銷量保證

第四次工業革命 生產力10年增6倍

■綠色和平站在福士汽車上舉牌
表示「不要謊言」。 路透社

■ 福 士 總 裁 溫 特 科 恩
（左圖）因醜聞下台，由
米勒（右圖）接任。

美聯社/路透社

■醜聞恐進一步演變成對德
國品牌的不信任。 美聯社

■默克爾曾呼籲歐洲致力推動
工業4.0。她日前在美國接受
世貿紀念旗。 美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