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地址：香港九龍長沙灣道778-784號
香港中心11樓1101室

電話：3579 4099 傳真：2360 5846

www.textileschamber.org
發行：香港文匯報
地址：香港香港仔田灣海旁道7號

興偉中心2至4字樓
電話：（852）2873 9888
網頁：http://www.wenweipo.com/

（第125期）

合辦香港紡織商會
香港文匯報

■責任編輯：陳 濤 ■版面設計：黃可政

敬請垂注
下期定於

2016年6月13日出版

料峭春寒將盡--附圖

09 10 11 12 13 14 15 16

指數

年份

人民幣人民幣人民幣人民幣升4.5%
韓圜韓圜韓圜韓圜跌16.6%越南盾越南盾越南盾越南盾跌26.1%印尼盾印尼盾印尼盾印尼盾跌32.3%

 40 45 50 55 60 65 70 75 80 85 90 95 100 105 110 115 120 125 130 135 140

09 10 11 12 13 14 15 16

指數

年份

人民幣人民幣人民幣人民幣升4.5%日圓日圓日圓日圓跌7.2%孟加拉孟加拉孟加拉孟加拉塔塔塔塔卡卡卡卡跌12.8%歐元歐元歐元歐元跌29.9%印度盧比印度盧比印度盧比印度盧比跌37.2%

金融海嘯以來金融海嘯以來金融海嘯以來金融海嘯以來

主要紡貿國兌美元匯率走勢圖主要紡貿國兌美元匯率走勢圖主要紡貿國兌美元匯率走勢圖主要紡貿國兌美元匯率走勢圖2008年7月=100資料來源：IMF按月平均價(香港紡織商會整理)

08年7月 土耳其土耳其土耳其土耳其里拉里拉里拉里拉跌58.9%
省／市／

自治區
第一檔 第二檔 第三檔 第四檔 第五檔

現行標準的生

效月份

1 深圳 2030 2015.03

2 上海 * 2020 2015.04

3 廣東 1895 1510 1350 1210 2015.05

4 浙江 1860 1660 1530 1380 2015.11
5 天津 1850 2015.04

6 江蘇 1770 1600 1400 2016.01
7 北京 * 1720 2015.04

8 新彊 1670 1470 1390 1310 2015.07

9 內蒙古 1640 1540 1440 1340 2015.07

10 山西 1620 1520 1420 1320 2015.05

11 貴州 1600 1500 1400 2015.10

12 山東 1600 1450 1300 2015.03

13 河南 1600 1450 1300 2015.07

14 雲南 1570 1400 1180 2015.09

15 湖北 1550 1320 1225 1100 2015.09

16 江西 1530 1430 1340 1180 2015.10

17 遼寧 1530 1320 1200 1020 2016.01

18 安徽 1520 1350 1250 1150 2015.11

19 重慶 1500 1400 2016.01

20 四川 1500 1380 1260 2015.07

21 福建 1500 1350 1230 1130 2015.07

22 黑龍江 1480 1450 1270 1120 1030 2015.10

23 河北 1480 1420 1310 1210 2014.12

24 寧夏 1480 1390 1320 2015.07

25 吉林 1480 1380 1280 2015.12

26 陝西 1480 1370 1260 1190 2015.05

27 甘肅 1470 1420 1370 1320 2015.04

28 廣西 1400 1210 1085 1000 2015.01

29 西藏 1400 2015.01

30 湖南 1390 1250 1130 1030 2015.01

31 青海 1270 1260 1250 2014.05

32 海南# 1270 1170 1120 2015.01

* 北京、上海最低工資不包含個人依法繳納的社會保險費和住房公積金

#海南省已公布將於五月起上調最低工資,各檔均提高160元

單位：億美元

國別地區
同比 佔比 同比 同比

 305,250 -11.8% 100.0%  153,190 -12.7%  152,060 -11.0%

中國內地  39,569 -8.0% 13.0%  16,820 -14.2%  22,749 -2.9%

美  國  38,130 -5.5% 12.5%  23,081 -4.3%  15,049 -7.1%

德  國  23,787 -11.9% 7.8%  10,498 -13.0%  13,289 -11.1%

日  本  12,736 -15.2% 4.2%  6,486 -20.1%  6,251 -9.4%

英  國  10,856 -9.1% 3.6%  6,257 -9.3%  4,599 -8.9%

法  國  10,781 -14.2% 3.5%  5,724 -15.4%  5,057 -12.9%

荷  蘭  10,726 -15.0% 3.5%  5,056 -14.2%  5,670 -15.7%

香  港  10,700 -4.9% 3.5%  5,594 -6.9%  5,106 -2.6%

韓  國  9,634 -12.3% 3.2%  4,365 -16.9%  5,269 -8.0%

意大利  8,674 -13.6% 2.8%  4,088 -13.8%  4,586 -13.4%

加拿大  8,271 -11.8% 2.7%  4,188 -9.6%  4,083 -14.0%

墨西哥  7,860 -2.8% 2.6%  4,053 -1.5%  3,808 -4.1%

比利時  7,731 -16.6% 2.5%  3,751 -17.5%  3,980 -15.8%

印  度  6,591 -16.1% 2.2%  3,920 -15.3%  2,671 -17.2%

新加坡  6,434 -17.0% 2.1%  2,967 -19.0%  3,467 -15.3%

其  他  92,767 -15.0% 30.4%  46,342 -14.8%  46,425 -15.2%

附：

 106,993 -12.9% 35.1%  53,148 -13.4%  53,845 -12.5%

去年世界貿易跌逾一成--表

           2015年1-12月世界進出口貿易首15位
進出合計  (A+B) 進 口 (A) 出 口 (B)

70國合計

歐盟28國

1.資料來源：世界貿易組織按70個主要國別地區貿易統計，

   約佔全球92.1%(香港紡織商會整理)

2.大部分國別地區進口按CIF統計、出口按FOB統計

3.香港進出口貿易包括黃金及金幣。

人民幣自2005年實行匯改以來，首八年總的是
連年續升，2014年1月升至最高點，隨着中

央擴大人民幣交易區間，增加匯價彈性，以改變市
場對其只升不跌的期望與投機取態後，匯價始有小
幅反覆起落。至去年八月及今年一月，卻出現較短
時間內較大幅度的貶值，最近才相對回穩。

過去一年跌約6%
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國際金融統計資料，人

民幣月平均價，2014年1月為1美元兌6.1039人民
幣元，2015年8月為1=6.3056下跌3.2%，今年1
月為1=6.5740比2014年1月跌7.2%。如以今年二
月匯價（1美元兌6.5404人民幣元）與去年二月
（1美元兌6.1344人民幣元）相比即一年間跌幅則
為6.3%。去年八月以來人民幣匯價跌勢較急、跌
幅較大，主因：內地經濟增長放慢；市場對美元
加息提前反應以及人民幣納入特別提款權(SDR)前
後，西方有「砍低人民幣，降低其影響」意欲及
行為，美國金融大鱷亦參與狙擊活動等。

外幣跌幅遠大於人民幣
事實上，2008年全球金融海嘯爆發以來，各國

貨幣包括發達經濟體都普遍下跌，且跌幅凌厲。
以主要的紡衣貿易國為例，據IMF的資料，按月
平均兌美元匯價，今年2月與金融海嘯爆發前即
2008年7月相比，歐元跌29.9%近三成，日圓先升

後跌，較2008年7月跌7.2%（如與2011年10月最
高時比則跌33.3%）；印度盧比跌37.2%、土耳其
里拉跌 58.9%、印尼盾跌 32.3%、越南盾跌
26.1%、韓圜跌16.6%、孟加拉塔卞跌12.8%。而
同期人民幣則仍升4.5%（見附圖）。

走勢如何惹關注
人民幣走勢何去何從，還需多加關注。影響人

民幣走低的因素有：
1.內地經濟短期難有大改善，下行風險增加；
2.美元進入加息週期，世界資本流向續會有較大
的波動；
3.新興市場貨幣走弱，對人民幣造成壓力。
支撐人民幣企穩的因素亦有：
1.內地貿易順差仍大，財政整體穩健，人民幣無
長期持續貶值基礎；
2.G20財長及央行官員會議上，歐、美、日圖搞

新「廣場協議」規範人民幣不能「玩」貶值，甚
至要逼人民幣升值。與會各國亦承諾就外匯市場
密切溝通，避免貨幣競爭性貶值。
3.中央相關部門表示，今後將致力加快經濟及財
政結構改革，會採取降息、降準等措施緩解資本外
流壓力，絕不會參與競爭性貶值來增加出口能力。
綜合上述因素，估計短期內人民幣匯價將維持

雙向擺動基本穩定的態勢，再大幅急跌的可能性
較小。 香港紡織商會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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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仔」走勢何如？

隨着黑龍江、安徽、遼寧等省份近期先後上調最低工
資，內地低於每月人民幣一千元的最低工資標準已成為歷
史。2008年7月，深圳市是內地首個開始執行最低工資達
到1,000元標準的省市；七年多後的今天，1,000元已成為
全國各地最低的標準。
內地27省、自治區、4個直轄市（北京、上海、天津和

重慶）再加深圳市共32個地區中，2015年共有27個執行
了新的最低工資標準，江蘇、遼寧和重慶也由今年一月起
作出調整。目前，各地區中僅剩河北和青海兩省仍沿用
2014年所訂的標準。各省、市、自治區按最高檔的最低工
資標準排列如上（金額單位為人民幣元／月）。
現時，各地的最低工資標準中，深圳市的2,030元名義上

仍領先全國；然而，有別於其他地區，上海和北京兩市的最
低工資並不包含職工個人依法繳納的社保費和住房公積金，
用人單位應按規定另行支付，因此，實質上應該是上海市最

高。至於最低的，依然是廣西省內執行
第四檔標準的各縣和自治縣，但亦已漲
至1,000元。

粵今、明年將不調資
廣東省政府上月底發布《廣東省供給側

結構性改革總體方案（2016—2018年）
及五個行動計劃》的通知，其中，在降成
本行動計劃中表示，要建立與經濟發展水
平相適應的最低工資標準調整機制，並明
確2016年、2017年的最低工資暫按現行
2015年5月發布的標準執行。此措施無疑
可令廣東省眾多勞動密集型企業暫舒一口

氣，但另一方面卻又擔心日後招工會更為困難。

東莞推行「機器換人」
「世界工廠」東莞，現執行廣東省最低工資的第二檔，

即1,510元，較外來工主要來源的江西、安徽、湖北等省
份的主要城市還要低，甚至不及浙江省第三檔地區，又豈
能吸引外省民工南下呢？
東莞市2014年起積極推行「機器換人」策略，以應對用

工荒及進行技術改造。據報道，截至2015年底，東莞企業
申報「機器換人」項目總數達1,262個，總投資逾百億元，
預計除可平均降低單位產品成本10%及提高勞動效率60%
外，更可減少用工7.1萬人，以紓解招工的壓力。未來五
年，東莞市計劃每年安排不低於2億元的專項資金，力爭五
年內完成「機器換人」項目2,000個左右。

香港紡織商會 安 臣

內
地
最
低
工
資
續
漲
千
元
以
下
已
成
絕
響

亞洲製造業工人工資比較
孟加拉最低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ＭＦ)最新發布的「世
界經濟展望」報告顯示，今、明年全球經濟
發展步伐再度放慢，增長率預測續較上次下
調，今年由3.6%降為3.4%，其中發達經濟
體由2.2%降為2.1%、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
濟體由4.5%降為4.3%。明年全球經濟增長
率預測為3.6%，其中發達經濟體為2.1%、
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4.7%，均較去年
十月時預測(3.8%、2.2%、4.9%)調低。

世界貿易總量的增速，與去年十月時預
測相比，今年由4.1%大降至3.4%，其中新
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由4.4%降為3.4%、
發達經濟體由4.2%降為3.7%。明年預計亦
有調降，由4.6%下調為4.1%，其中又以新
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下調最多，由5.4%
調為 4.3%、發達經濟體由 4.5%調為
4.1%。

香港紡織商會 林檸

中國紡織品進出口商會與香港紡織商會將聯合組團，將於6月17-25日赴非洲，了解當地
紡織業發展情況及投資環境，行程包括吉布提、埃塞俄比亞（亞的斯亞貝巴Addis Ababa及
阿瓦薩Awassa）和塞內加爾（達喀爾Dakar）。歡迎業界查詢。

去年全球經濟乏善可陳，世界貿易經歷
2013、2014兩年小幅增長後，終難以為
繼，再墜跌軌。據世界貿易組織(WTO)的
資料，約佔全球貿易額92.1%的70個主要
國別地區的數據顯示，去年世界商品進出
口貿易總額約為305,250億美元，較2014
年下跌11.8%。主要特點是：
1.全面下跌，山河「一片紅」。
世界首15位貿易國別地區，無一倖免，
全部呈減，其中11個國別地區呈雙位數減
幅。
2.內地續超美國居全球第一。
中國內地減8%，小於世界總貿易的減
幅，佔比由上年11.4%升為13%，連續三
年居世界首位。美國減幅(5.5%)雖較內地
小，但絕對金額仍低於中國內地。
3.歐盟表現遜美國。
歐盟減幅12.9%，遠大於美國，反映歐
洲經濟問題難解。
（2015年世界貿易統計詳附表）

香港紡織商會 丁三木

香港紡織商會與中紡商會
將六月組團赴非洲

日本貿易振興機構(JETRO)日前發表了《2015日本企業亞洲‧大洋洲活動實態調查》報
告。是次報告是根據該機構在2015年10月8日至11月13日期間，對在亞洲及大洋洲地區
20個國家／地區不同行業的日資企業進行調查的結果來編制，當中製造業類覆蓋汽車、
電子、鋼鐵、紡織等行業。
調查所得顯示，部分國家的製造業工人工資比較如下：

* 按全年僱主總薪酬負擔的 1/12 計算，包括基本工資、加班費、社會保險、津貼和獎
金
報告指，在回覆的受訪日資企業中，有51.2％預計在未來的一兩年內會擴大業務，較上
一次調查的56.3%跌了5.1%。其中，有意在中國擴大業務的僅38.1％，是自1998年將中
國納入為調查地區以來，首度跌破40％的水平。

回覆的企業中有110家是從事紡織製衣行業的，他們估計2015年的盈利情況似乎未
及2014年時所預期，見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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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利預測 上升 相約 減少
2015 vs. 2014 (是次調查) 40.7% 29.6% 29.6%
- 2015 vs. 2014 (上次調查) 51.0% 37.0% 12.0%
2016 vs. 2015 41.3% 47.7% 11.0%

IMF：世界經濟步慢
預測增長再降

去年世界貿易跌逾一成 內地仍居首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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