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現 代 中 國 -
自1978年中國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產業以製造業為主，

在全球分工的情況下，「中國製造」產品比比皆是，有世界

工廠之稱，可是，隨着工資和各項生產成本近年開始上漲，

令很多跨國企業開始另覓生產基地。中國製造業是風光不再?

還是未來有新的發展可能?

■鄧婉君 聖公會梁季彜中學通識科老師

世界工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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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製造要「升呢」
世界工廠起革命

國務院在去年公佈了一系列的政策，為國
內的「新工業革命」作準備，如《中國製造
2025》、《關於積極推進「互聯網+」行動

計劃的指導意見》等，希望改革國內的生產模式。
放眼全球，在任何一個國家，工業都是一支不容忽視的中堅力量，沒有
強大的工業，就沒有國家和民族的強盛，無論是德國的「工業4.0」，還是
美國的工業互聯網，無一不是在為這一目標而努力。在中國，一場「新工
業革命」正在醞釀，將為中國經濟轉型升級帶來新的發展空間和可能。

世界工廠︰經濟全球化下，跨國企業把生產
工序分割，其中，需要密集勞動力的生產工
序多由發展中國家負責。中國在改革開放

後，大量外資在華設廠，中國成為世界上最大的製造國，因而有「世界工
廠」之稱。
尋底競賽：在全球勞動力市場中，企業會在全球尋找最廉價的勞動力，在
此基礎下，更進一步的發展是企業不再自行在市場搜尋勞動力，亦不會在
公司內部建立完整的供應和生產鏈，而是透過「外判」的方式，聘用另一
間公司為他們處理其中一些生產程序。而外判時會採用招標形式，通常價
低者得，所以被稱為「尋底競賽」。

《中國製造2025》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總理
李克強所提出的製造戰略計劃，也是中國實施製造
強國戰略第一個十年的行動綱領。根據計劃，預計

到2025年，中國將達成從「製造大國」變身為「製造強國」的目標，而到
2035年，中國的製造業將達成趕超德國和日本的目標。

生產成本上升
1. 工資上漲︰隨着人民收入及生活素質的提升，工資水
平不斷上漲，令企業的勞工成本大幅上升。據波士

頓諮詢集團統計，在過去十年，中國製造業
的工資從2004年的時薪4.35美元，增至
2014年的12.47美元，漲幅達187%。
2. 中國能源成本上升︰中國的電力消

耗，從2004年的7美元每千瓦時上升至2014年的
11美元每千瓦時，而天然氣成本則從5.8美元每百
萬英熱單位升到13.7美元，漲幅138 %，能源成本
亦令生產成本上升。
3. 人民幣升值亦直接令生產成本上升︰2004年至
2014年，人民幣兌美元的匯率升了35%，換言之，
中國的整體生產成本亦同時上升。以日資企業松下
（Panasonic）和大金（Daikin）為例，由於日圓貶
值、人民幣升值等經濟考慮，皆決定將製造基地遷
回日本，以降低經營成本，松下更全面結束在中國
的電視機生產業務。
在「利潤最大化」的原則下，跨國企業另尋生產
基地是自然不過的事。生產成本上升令廠家利潤下
降，以製造業集中的珠三角地區為例，不論代
工或自主品牌的毛利率均大幅下降，部分企

業一年的毛利率僅三個至五個百分點，令不少外資企業
撤出中國。有調查顯示，有超過一成的廠商計劃撤出中
國，搬至越南、柬埔寨、印度等發展中國家。

中國廉價勞動力不足
1. 民工荒︰中國的人口結構因計劃生育政策而改變，人
口老化問題加劇，農民工的增長率正逐年減少，2010年
時，農民工總數同比增長尚有三成六，到2014年底，增
速不足百分之二。有數據顯示，目前僅東莞市缺少的農民
工就高達十萬人以上，可見中國的廉價勞動力優勢不再。
2. 新生代農民工的不同︰新生代農民工心態跟傳統農民
工不同，隨着他們的水平和維權意識提高，勞動收入已不
再是他們唯一的考慮，他們追求更好的生活素質，也更重
視工作環境和工作性質，故企業比從前難以招聘工人。

競爭對手眾多
印度迎頭趕上，其他發展中國家亦以低成本吸引外

資，以成衣業為例，近年孟加拉早已取代中國，成為歐
洲成衣的生產基地，可見中國優勢不再，更甚者，是不
少發達國家近年採取「再工業化」戰略，重投工業發
展，令中國製造業的訂單減少。
1. 發展中國家︰印度政府大力打造「印度製造」計劃，

誓將印度打造成與中國相提並論的製造業大國，積極鼓
勵製造業投資，支持外商直接投資發展製造業，包括推
進特殊經濟區發展，改進稅制，以及修改嚴苛的勞動法
以適應外企等等。印度政府的實行多項優惠吸引全球廠
家，全球最大電子產品代工製造商富士康（鴻海科技）
宣佈斥資五十億美元在印度設廠。印度很可能成為富士
康僅次甚至超過中國的最大生產基地。
2. 發達國家「再工業化」戰略︰未來中國製造不僅要面
臨東南亞、印度搶生意，更要與升級中的德國製造、美
國製造競爭。經濟危機後，發達國家均在實施「再工業
化」戰略以穩定經濟發展，德國推出工業4.0，美國推
進製造業復甦。

價格VS質素
跨國企業面對的最大問題就是質素，俗語說「一分錢
一分貨」，在製造業上也是如此，發展中國家的出品，往
往因技術或工人熟練度等問題，導致質素比以往下降。以
日本的電器產品為例，早年予人「品質保證」的印象，而
近年改到東南亞生產後，質素日趨下降。日資企業開始意
識到以高品質贏取客戶的信心，比節省成本更重要。因
此，不少日資企業如大金等，已將原來由中國代工生產的
家用冷氣機部分，轉回日本滋賀縣的工廠生產。

成本漲勞工不足 競爭多質素參差

國務院改革生產模式
新 聞 背 景

概 念 鏈 接

小 知 識
十年內大國變強國

現 況
前景未明 衝擊漸多

中國製造業若與世界最先進的水平相比，在自主創新能
力、資源利用效率、產業結構水平、信息化程度等方面仍
有明顯差距。中國工業長期以來依賴土地、勞動力、資源

等生產要素的發展模式已逐漸失去競爭優勢，面臨着發達國家先進技術和
發展中國家低成本競爭的衝擊，去年前三個季度，工業增加值逐季走低，
製造業採購經理人指數連續三個月在榮枯線以下。

挑戰外資撤出令製造業式微引
致經濟衰退︰外資的不斷

撤離，對中國這座「世界工廠」的衝
擊甚大。首當其衝的就是勞工面對失
業問題。中國歐洲商會2014年公佈的
一項調查顯示，當年有近四分之一的
歐洲企業計劃在中國開設的工廠進行
裁員。這意味着將有大批民工面對失
業的問題，這將對整個國家的經濟發
展帶來衝擊。

機遇1. 中國的製造業萎縮將有
利環境保護︰中國成為

「世界工廠」後，污染問題一直揮之
不去，原因是工業本來就會破壞環
境，可說是以環境換取了經濟發展。
近年工廠陸續撤出中國，由工業造成
的污染亦隨之離去，對中國環境來
說，可算是一大喜訊。
2. 產業升級由中國製造到中國創造︰
現時的製造業中，設計是最賺錢的一
環，而生產的利潤只屬少數。工業撤
出中國，正好為中國帶來一次經濟轉
型的機會，不再只為國外企業擔當生
產者角色，而是開發自己的品牌，參
與利潤最多的設計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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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你是否同意中國製造業已
優勢不再?

2. 你認為中國的製造業現在
面臨的是危是機?

3. 發展中國家是否能永久保
持低成本優勢發展經濟?

4. 有評論認為「製造業萎縮
將有利環境保護」，你同
意嗎？

1. 同學需先分析中國製造業的優勢是什麼，再分析這些優勢是不是已經不
存在。
2. 本題關鍵在於「危」、「機」二字，需留意危險與機會可以並存，因此
可以指出中國製造業正面對衰退倒閉的危險，但同時亦會轉型的機會。
3. 本題涉及國家發展的概念，理論上發展中國家是不可能永久保持低成本
優勢，因為當經濟發展，人民生活改善，生產成本就會愈高，因此不可能
永久擁有低成本優勢。
4. 同學可自由選擇方向，較容易的是同意一方，因為工廠必然會導致污
染；反對一方則可以指出，如果法例全面，能規管工廠的污染在可接受水
平之內，其實製造業不萎縮也可以保護到環境。 ■記者 鄭樂泓

1.《李克強:中國正在迎來一場「新工業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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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圖︰記者 鄭樂泓

■■製造業轉型的其中一個方向製造業轉型的其中一個方向，，就是引入更就是引入更
多的高科技製造業多的高科技製造業，，如汽車業如汽車業。。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以往中國製造業以勞動力密集以往中國製造業以勞動力密集
工業為主工業為主，，如製衣業如製衣業。。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