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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3月，本報記者曾走訪港企匯龍國際投資建設的中緬鞋業輕紡文化產業園區（以下簡稱園區），並採

訪匯龍國際投資有限公司副總裁、中緬鞋業輕紡文化產業園總經理伍俊輝先生，當時雖處果敢戰期，但其對

未來發展仍充滿信心（見本報2015年3月19日報道）。記者近日再次走訪該園區，採訪總裁助理王培友先

生時感到，該港企對園區未來仍信心滿滿，但戰事對園區招商進程也帶來一些消極影響。不過，多家企業已

陸續復產，有些更加大規模，還有新入園企業準備春節後招工，5月份前加入生產行列。

■文/圖：香港文匯報記者 丁樹勇雲南南傘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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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局穩定 助建信心
「由投資者的角度看，政局穩定是投資的前提條

件。」王培友的話，給記者留下了深刻印象。緬甸自
然條件優越，資源豐富，但多年的國內衝突嚴重影響
了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儘管緬甸政府努力推進經濟

改革，但政局不穩和安全形勢動盪，既影響了邊境地區的和平安寧
和貿易往來，也讓投資者望而卻步。

儘管如此，匯龍國際仍然看好中國西向開放和西部大開發的利好，
看好緬甸國內政局總體向好趨勢，看好低廉的物流成本和勞動力成
本，更看好未來的發展。經過了近兩年的考察論證，最終選定中緬邊
境的南傘，投資建設中緬鞋業輕紡文化產業園。簽約4個月後，即開
工建設標準化廠房，從中不難看出匯龍國際的決心和信心。

祝中緬鞋業輕紡文化產業園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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悔悔衝突仍存 投資卻步
對於果敢戰事對園區發展的

影響，王培友並不諱言。「雖
然我們常年在此，對安全並不

擔心。但對於長期處於和平盛世的
東部沿海發達地區的人們來說，感
受是不一樣的。」王培友說，戰事
造成的恐慌，是招商進展遲緩的原
因之一。其現實表現是，一直從未
間斷的戰事，令一些有意入園企業
延緩了步伐。

貿易下降 物流受阻
戰事對貿易、物流的影響也是不

可低估的。上述停產或縮減生產規

模的企業，其原因其實更多的是戰
事爆發帶來的貿易下降、物流受
阻。去年果敢戰事爆發不久，天馬
鞋業由緬甸臘戌招錄的50名員工，
便因戰事所阻而延遲入職，對企業
的正常生產多少有影響。
戰事持續時間較長，也對園區的

發展產生了一定影響。去年2月9日
爆發戰事以來，迄今已近一年，雖
然目前局勢漸趨平穩，但交戰雙方
小的摩擦和衝突仍不時發生，其間
甚至有緬方炮彈越境傷及中國平民
的事件發生。「不知何時發生什麼
樣的事，令人擔憂。」

形成規模 還需時日
有企業暫停生產、有企業縮減生產

規模、有企業暫停投資建廠，是企業
規避風險的決策。王培友相信，待戰
事平息、局勢平穩，發展經濟仍是緬
甸政府治理國家的選項之一，園區的
未來發展仍然值得期待。
王培友認為，按照產業發展規律，

聚集產業要素、實現產業規模，需要
一個過程。而一旦完成這個過程，園
區就能形成規模效應，真正實現「築
巢引鳳」，組成輕紡鞋業產業的聯合
艦隊，以產業集群參與國際競爭。

在天馬鞋業的生產車間，臉上塗着一
層黃粉的緬甸籍員工正在緊張而忙碌地
生產。天馬鞋業有緬籍員工100多人，
人數較記者去年現場採訪時多了近一
倍。當時由於戰事突發，計劃到廠的50
多名員工被阻隔在緬甸。

人工可觀 堪稱巨款
王培友告訴記者，園區尚在生產的兩

家企業，有緬籍員工200多人，緬籍員
工佔到了員工總數的80%以上。曾經到
仰光等地考察過的王培友告訴記者，緬
甸最低月工資標準為5.4萬緬幣，折合
人民幣300元左右，2015年最低工資標
準翻倍，10.8萬緬幣也僅折合人民幣
570元左右。而在園區企業打工的緬籍
員工，上月的平均工資為1,400－1,500
元人民幣，加上食宿由企業全部負責，
「這樣的收入，相當於他們在仰光打工
的數倍。」王培友說。緬籍員工中，也
有部分逃到南傘避難的人員，邊避難邊
打工，也是這部分人員的避難方式之
一。
對於大多來自「下緬甸」臘戌的緬籍

員工來說，每月一千多元工資已是一筆
巨款，一些員工在領薪後會離職回國消
費，花盡了再想法找工作。「我們有時
也在檢討，是不是支付的工資過高
了。」王培友笑着說，好在園區企業目
前用工量並不算大，而製鞋工序也經細
化，新招員工上手比較容易，對企業的
用工沒有影響。

匯龍國際投資建設的中緬鞋業輕
紡文化產業園，位於中緬125號

界碑中方一側，距離南傘城區有一定
距離，寬闊的大道少有車輛行人；園
區內的會展中心，曾是果敢戰事發生
時、當地政府設置
的緬甸邊民臨時安置
點，如今安置點已撤除，顯
得有些冷清。園區道路兩側已建
成的標準廠房內，仍有企業正常生
產。

戰事影響 暫縮規模
園區一幢生產車間人去樓空，完好

的生產線前，僅剩下一位看管車間、
維護衛生的工友。王培友告訴記者，
該企業以成品鞋生產為主，去年安裝
調試設備後，尚未組織生產，即遇果
敢戰事，暫停了生產。戰事前已投入
生產的另兩家鞋企，也縮小了一半左
右的生產規模，「這還是因為其生產
的是半成品或部件，產值相對較低，
資金壓力相對較小。」王培友說。
對園區發展的影響，還有招商的進
展。產業園規劃面積8,500畝，覆蓋
雲南臨滄市一區兩縣，僅南傘所在的
鎮康縣，就規劃面積4,500畝，已建
成的標準廠房，可容納6－8家企業入
駐生產。王培友表示，按照園區的規
劃和前期招商情況看，迄今應有6－8
家企業入園辦廠，但有意向入駐園區
的一些企業，也因戰事突發暫停了入
駐建廠的步伐。

局勢漸穩 企業復產
當然，園區的發展也並非完全停
滯，憂中也有喜。記者採訪當
天，適逢一家企業運抵新設
備，裝卸工正忙着將設備卸
下，移至車間安頓好。王
培友介紹，這是一家新入
園企業，計劃春節後安裝
調試設備、招工培訓，5月
份前即可投入生產。
與該企業一樣，上述之前
停產的企業，也將在春節後招工培
訓，恢復生產；而縮減生產規模的兩
家企業，也將擴大生產規模至戰前水
平。如此一來，預計到3、4月份，園
區內將有4家企業正常生產；到5、6
月份，會有5家企業正常生產。而之
前縮減生產規模的天馬鞋業，在原僅
生產部件和半成品的基礎上，又安裝
了一條成品生產線，準備春節後恢復
部件和半成品生產規模的同時，開工

生產成品
鞋。
「這是因為形勢總

體向好。」王培友說，果
敢戰事發生已近一年，交戰雙方
雖然仍有小摩擦和小衝突，但局勢趨
向緩和，戰事規模也漸漸縮小，戰事
造成的恐慌情緒也漸漸淡化。

優勢仍存 眼光向遠
王培友認為，園區的優勢並未因戰

事而有所改變，一旦戰事平息、局勢
平穩，東部輕紡鞋業產業轉移，依然
大有可為，因為選擇在中緬邊境地區
建廠生產，其優勢顯而易見：一方面
勞動力成本相對東部沿海地區較低；
另一方面就近由緬甸仰光港出口產
品，可節省數千海里的物流成本；而
一旦爭取到在與園區相連的緬甸境內
辦廠，獲得原產地認證，出口許多國

家就可以享受低關稅或
零關稅政策。重要
的是，園區是東

部沿海鞋業輕紡行業的整體轉移，將
包括數百家會員企業及千餘家配套企
業，其整體優勢在國際市場的競爭力
不言而喻。「一些之前做代工的企
業，可以在此培育和發展自有品
牌。」
王培友注意到，半月前中資企業中
標皎漂經濟特區的工業園和深水港項
目，這是備受矚目的緬甸大選之後中
國首次拿下的緬甸大型項目。而1月
舉行的緬甸第一屆聯邦和平代表大
會，雖然沒有做出什麼重大決議，但
收錄了所有參會代表提出的看法及建
議，並將轉交下一任政府處理。「這
畢竟邁出了第一步。」

■未及生產即遇戰事，該企業暫停了生產。

■由於細化了工序，從事生產的員工上手並不難。

■■園區緬籍員工大多來自園區緬籍員工大多來自
臘戌臘戌，，上月平均工資達上月平均工資達
14001400－－15001500元人民幣元人民幣。。

■■園區緬籍員工佔八成園區緬籍員工佔八成。。

■■由港企投資建設的中緬輕紡鞋業產由港企投資建設的中緬輕紡鞋業產
業園業園，，已經完成八幢標準廠房建設已經完成八幢標準廠房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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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緬籍員工在園區獲得的勞動報酬，在緬甸已是
不菲的收入。

■仍在生產的天馬鞋業，一派繁忙景象。

■■一家新入園企業運抵設一家新入園企業運抵設
備備，，年後即安裝調試年後即安裝調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