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傢俬廠商積極求變 嘗試推進工業4.0
家，一個為人遮風擋雨的地方。辛勞了一天，回到家

後最希望能拋開日間繁重的工作，立即跳上沙發，趕走

疲憊。一個家的組成，除了要有家庭成員，舒適的傢俬

絕不可少。時代變遷，顧客對傢俬的要求提高，廠商亦

要積極求變。香港傢俬裝飾廠商總會常務副主席兼秘書

長唐慕貞表示，行內有廠商已適應進入工業3.0時代，

並嘗試推進工業4.0。不過傢俬行業有其獨特之處，近

年香港住屋面積變小，為節省空間，客戶訂做家俬再度

流行。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吳婉玲／圖：張偉民

「傢俬係一個保守行業，傢俬要就返基本
的人體工學，有些東西很難有大改

變，即使有大改變，其實一般人都唔會容易接
受。」唐慕貞認為在傢俬行業內，工業3.0的
應用是存在的，已經有不同廠商通過設備生產
產品，例如使用機械臂減少人手操作。不過，
她提出自動化對行業而言，仍然有一定限制，
以沙發為例：「如果講沙發，其實人（手）的
部分依然佔大比重，因為很多材料是天然物
料，即是很多時候未必可以用機械化生產。」
當然，部分標準配件，以及較少需要仔細技術
的項目，如餐桌，則可由機械代勞。

工業4.0乃大勢所趨
不少廠商積極由工業3.0發展到工業4.0，希
望透過更多科技，令生產更順暢和增加效益。
唐慕貞認為，工業4.0對傢俬行業仍是一個較
新的概念：「到（工業）4.0，我諗在傢俬行業
仍然好新鮮，甚至在全球，我認為仍是一個新
鮮的概念。」工業4.0是由需求做起，再通過
大數據和物聯網等科技協助生產。身為廠商總
會常務副主席，唐慕貞相信工業4.0的技術要
在會員的業務中實行，似乎尚有點距離，但她
強調：「不是不推行呀，因為這個是大勢所
趨，無得唔推行的。」

生產未擺脫人手製造
唐慕貞是本地著名沙發品牌茲曼尼的創辦人

兼常務董事，她認為自己的公司同樣在生產上
難以擺脫人手製造的部分，因為沙發涉及很多
天然物料，以及要達到顧客訂製的要求。她笑
指，雖然公司未有正式採用工業4.0的技術，
但其實自己早已有類似工業4.0的想法。
「其實同我丈夫開設這間公司的時候，是由需

求開始，例如我的顧客想要什麼，我就去製
造。」唐慕貞表示，茲曼尼平均98%生意來自訂
製，雖然為了配合訂製，公司要儲備的材料很
多，但從顧客角度想，有得揀總好過無得揀。她
說，至今仍然不多公司願意做訂製服務，因為過
程中有難度，且涉及的人力物力非常大。「這個
（訂製）可能造就了我們在市場上的價值，我們
反而見到（訂製）在未來是一個大趨勢。」原因
是香港的住屋面積愈來愈小，更多顧客需要為安
樂窩度身訂做傢俬，以至出現很多「變形傢
俬」，一物多用，以節省空間。
香港傢俬裝飾廠商總會其實亦有為會員舉辦

活動，互相交流學習。最近，商會就與不同界
別的設計師合作，跨界別設計及展示具備香港
元素，以及帶領設計潮流趨勢的傢俬，藉此加
強與業界的交流，同時啟發設計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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傢俬業的廠商不單要趕上科技的步
伐，亦同時面對經濟增長放緩和香港
店舖租金昂貴的問題。唐慕貞認為，
香港的租金貴得離譜，剝削了消費者
獲得更佳品質產品的權利。她又指，
以往自由行旅客訪港高峰期，傢俬業
非但沒有受惠，反而因為租金節節上
升，增加廠家壓力，或者零售商迫於
無奈調高產品價格。後者往往會令銷
量減少，或致廠家倒閉。

積極適應科技發展
今年自由行旅客減少，本地經濟增

長同時放緩，傢俬業繼續受到影響。
雖然如此，一眾廠商仍然積極創新，
希望在市況低迷下可以殺出一條新血
路。「我聽到不少朋友在（產品）使
用空間上做了很多工夫，令到他們的
產品有競爭力。有些可能是搞Online

（發展網上業務），他們適應得很
快。即使正常渠道下受影響，但在其
他渠道上面都有得發揮。」
提到網上業務，唐慕貞相信香港公

司有一定優勢，因為港企重視質量，
所以令顧客可以安心在網上購買香港
品牌的產品，當中全靠信任。「你試
想一下，為何有人喜歡網上購物？是
否真的方便及便宜呢？我看重的是信
任。」她希望顧客對香港品牌的信
心，可以有助行業於未來5年在網上業
務發展得更好，「5年吧，我不敢睇得
太遠」。
當全世界積極發展電商，唐慕貞卻

只定下5年的展望。她解釋，現時不僅
線上影響線下，甚至是線下影響線
上，或者兩間網店互相影響。由於
O2O（線上到線下）的變化太大，難
以估計5年後的發展。 內地人口眾多，本來是傢俬品牌發展

的最大市場，但茲曼尼起家至今17年，
卻依然未有進入內地發展。唐慕貞說，
原來公司十年前曾經到內地投資，但最
後因兩地對於傢俬的要求不同，結果虧
損離場。雖然損失的金額不多，大約數
百萬元，但就令公司對進入內地發展產
生陰影。不過面對內地市場的龐大商
機，加上內地人近年對品牌的重視程度
日益上升，她表示會再視乎環境再到內
地投資，首先會先揀一線城市。

曾北上損手數百萬
唐慕貞說，茲曼尼的目標客群是普羅

大眾，普通香港人由於居住面積較細，
不少市民會謹慎量度傢俬的尺寸，令訂

做生意有潛力。內地一般市民大眾則對
於訂製傢俬的意識並不強，相對而言會
更注重產品的來源地，好像「歐洲牌
子」、「日本牌子」等。身為香港牌子
的茲曼尼，要進軍內地市場有一定難
度，亦導致十年前公司於內地投資失
利。
隨着時間推進，內地人近年對於傢俬

的審美觀亦和以往有所分別，令訂製傢
俬的市場更有可為，故公司一直留意內
地市場的變化，有計劃再次到內地發
展。事實上，茲曼尼一直銳意衝出國
際，1999年由香港起家，至今已經進入
30個國家或地區，出口比例一直維持在
60%；如果計單一城市，香港佔很大份
額。

■唐慕貞預料，訂製傢俬在未
來是一個大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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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一線城市投資發展再闖神州再闖神州

■香港傢俬裝飾廠商總會早前參加第38屆中國
（上海）國際傢具博覽會展覽。 受訪者提供

■茲曼尼一直銳意衝出國際發展，至今已進入30個國家或地區。

■唐慕貞指，行內有廠商已適應進入工業3.0時代，並嘗試推進工業4.0。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莊程敏）樂
視突然爆出資金鏈出現問題，日前
網上更出現多張小米董事長雷軍與
他人的對話截圖，聲稱雷軍指「早
就聽說樂視欠款超過 150 億元人民
幣」。
小米香港及美國營運總監羅燕昨於

產品發佈會後表示，截圖中與雷軍對
話的另一方行業分析師孫昌旭已澄清
了這件事，指截圖是偽造的。目前不
方便評論同業資金問題，強調小米的
資金鏈一直很健康。

不評論同業資金問題
除了雷軍的對話截圖外，小米發言

人的官方微博亦與樂視互相展開「口
水戰」。「小米發言人」發表：「請
樂視正視資金鏈問題，不要企圖用卑
劣手段轉移視線，請告知股民及用戶
到底欠了供應鏈多少錢。」等言論，
亦令外界揣測其真實性。問及這一話
題時，羅燕表示自己也不清楚，要再

了解確認一下再作回應。
小米在10月底推出的全屏幕概念

手機小米MIX，11月 4日在內地推
出，香港水貨據稱一度炒至2萬元天
價。對於何時在港推出，羅燕表示目
前仍未有在內地以外市場推出的時間
表。
至於小米電視，仍暫不會在香港推

出，因相關的體系仍在準備中，如電
視內容、運送方式、售後服務等。
另外，小米昨日亦推出小米5S plus

及小米盒子國際版，兩者將會在「小
米11．11狂歡購物節」揭幕當日推
出。配置方面，小米5s Plus 會採用
Snapdragon 821 處理器，6GB RAM
配上 128GB ROM，5.7 吋 1080p 屏
幕，售價為2,999港元。
至於小米盒子國際版則配置了增強

版的2GB RAM和8GB儲存空間，並
內建了Android TV 6.0系統。國際版
與內地的「增強版」價格相若，售價
為499港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琳）正處於
資金鏈漩渦中的樂視，昨日宣佈與興
業銀行正式啟動合作，構建「互聯
網＋金融」新模式。根據協議，雙方
將在個人金融、信用卡和支付賬戶管
理、消費分期、資產管理等領域開展
深度合作。
樂視掌門人賈躍亭昨天沒有出席發
佈會，但賈躍亭的哥哥、樂視控股副
董事長賈躍民罕見露面。賈躍民在致
辭中表示，樂視七大生態已佈局完
成，今後將由子生態獨立奔跑、快速

擴張轉向垂直營運，樂視將繼續堅定
推行生態模式。「我們的核心價值觀
不變，顛覆性不變，生態建設更不會
改變。」11月6日，賈躍亭曾發佈了
一封「內部信」，對樂視發展節奏過
快進行了反思。
賈躍亭稱，樂視正身處冰火兩重天

中，一邊是突飛猛進的戰略與業績，
一邊是日益凸顯的資金與組織壓力。
他坦言，由於樂視的擴張速度過快，
一味燒錢追求擴張，導致了資金鏈緊
張後勁明顯乏力。

數碼通愛立信再簽5年合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吳婉玲）愛立
信與數碼通（0315）昨宣佈延續其夥
伴關係，將提升及改善數碼通的網絡
系統。數碼通已選定愛立信作為其未
來5年核心網和無線接入網（RAN）

的唯一供應商。
數碼通科技總裁鄒金根表示，網絡

演進至5G將令網絡容量以倍數增長，
並有助公司把握創新應用帶來的新商
機，例如虛擬實境及物聯網等。

小米稱資金鏈一直健康樂視夥興業銀行拓網絡金融 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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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莊程敏）由香港政
府、貿發局及香港設計中心合辦的第六屆
「亞洲知識產權營商論壇」將於12月1日至
2日假香港會議展覽中心舉行，以「知識產
權：成就創新世代」為主題，預計吸引超過
2,400位業界人士參與。超過80位嘉賓講者
將就不同的知識產權議題，分享專業知識和
寶貴經驗。三項專為中小企而設的大型展覽
──「設計及創新科技博覽」、「國際中小
企博覽」及「香港國際特許經營展」，亦於
12月1日至3日同場舉行，免費開放予公眾
參與，全方位協助中小企捕捉商機。

助中小企拓展業務
香港貿發局副總裁葉澤恩昨與傳媒會面

時表示，論壇的參與人數每年增長得很快，
由5年前的600人增至現時2,400人，反映
香港對於知識產權的營商方面愈來愈重視。
當中三分一是擁有知識產權的人，三分一是
中介，其餘三分一是買家（即中小企），其
間會進行配對，幫助中小企拓展業務。
另外第12屆「設計及創新科技博覽」將分

為「貿易館」及「創意館」，匯聚22個國家
及地區逾450家參展商，規模為歷屆之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