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莞人力成本飆 半數台企撤走
遷東南亞慳至少三分一 高端生產線未受波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盧靜怡 東莞報道）難以適應人力成本節節

上漲，眾多台商「東南飛」離開東莞。在最高峰時，東莞有6,000

多家台資企業，前年官方數據透露東莞台企還有4,000多家，而中

山大學嶺南學院財政稅務系主任林江近期公開透露，台企現在僅剩

約2,000家，數量減少約一半。台資企業東莞興昂鞋業去年將生產

線遷移到東南亞，負責人鍾先生坦言，人力成本上漲是台企遷廠的

主因，而遷到東南亞後成本至少降低三分一。

部分台企撤資原因
■人力成本上漲

■招工難

■外貿訂單減少

■ 大陸稅費等經營成本較東南
亞高

■ 去年政府對環保、去產能抓
得緊，導致材料漲價，不少
台商虧損

■ 大陸大量小型私企發展，導
致市場競爭更加激烈

整理：記者 盧靜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盧靜怡 東莞報道）
在東莞一家廠房門外，孤零零地貼着一張春節
「提早放假」的紅紙。「今年廠裡提早五天放
假，這幾年台企的工廠放假都越來越早。」台
資企業東莞市生耀機械設備有限公司老闆許雅
嵐嘆氣道，客戶訂單量減少，等工廠車間出完
最後一批貨後就可以關掉機器。她說，在東莞
工作已經七年，往日過節前，大批員工都熱火
朝天地加班趕訂單。「現在大家都意興闌
珊。」
雞年農曆新年將至，原本在這個時間段，

台商們都在喜慶打包行李準備返台。許雅嵐卻
看到不少台商朋友悶悶不樂。「有好幾家台商
都碰到客戶『跑路』，對方交了訂金，等產品
出來後對方卻已經掏不出材料費。」她說，台
商群體一向比較樂觀，但對今年市場環境卻心

裡沒底。不過，她表示身邊認識的台商朋友都
沒有「撤離」的想法。「我們可以求變，慢慢
等待機會。」

憂美貿易趨保守雪上加霜
許雅嵐說，由於大環境不景氣，她上月剛

剛將東莞長安的工廠遷回東城大本營，同時還
停掉跟外包廠商合作關係，自己工廠獨立完成
將零件切割這道工序。「這樣可以減少成本，
自己生產也可以掌控節奏，也算是一個小的轉
型。」
台資企業東莞三星燈飾有限公司董事長許

添丁則比較悲觀，由於產品幾乎百分百出口歐
美，他憂慮美國實施貿易保守政策，訂單量估
計會萎縮更多。「去年經營狀況只能概括為不
賺錢，希望今年不要虧錢。」

留守者求變等機會

香港文匯報訊 據央視報道，浙
江寧波消防指揮中心昨日早上8時
40分左右接到報警稱：杭州灣大橋
上海往寧波方向 1395K+ 400 處
（離海天一洲兩公里左右），一輛
貨車裝有的19噸己二胺發生洩漏。
事發後，大橋高速交警立刻對上

海、寧波兩個方向全部實行封閉，
同時橋上1391K-1396K封路。消
防昨日上午9時趕到現場，排查洩
漏點，將洩漏點堵住。然後利用水
罐車水帶的稀釋作用，噴水稀釋洩
漏氣體。
據了解，己二胺毒性較大，可引
起神經系統、血管張力和造血功能
的改變。吸入高濃度己二胺可引起
劇烈頭痛。

寧波貨車洩毒氣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
日前召開的全國海洋工作會議上，
國家海洋局局長王宏提及的一組數
字，展示了2016年中國海洋工作
的一些「大事件」。據初步估算，
2016年全國海洋生產總值約6.8萬
億元人民幣，同比增長約6.8%，
部分傳統海洋產業下行壓力加大，
海洋新興產業發展勢頭良好，海洋
服務業比重持續提高，海洋經濟實
現了「十三五」平穩開局。
2016年，國家海洋局發佈了《南

海及其周邊海洋國際合作框架計劃
（2016－2020）》，開通南海專題
網站，明確中國255個南海海底地
理實體的命名。同時，南沙島礁民
事項目建設取得關鍵性進展，觀測
監測等項目主體工程如期竣工，
2017年元旦正式對外發佈海洋預報
信息。2016年，中國全面建立海洋
生態紅線制度，沿海11個省（區、
市）完成紅線劃定工作，將全國
30%以上的管理海域和35%以上的
大陸岸線納入紅線管控範圍。

南海255海底實體命名

穗海關破8走私「紅油」團夥拘64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敖敏輝廣州報道）廣

州海關昨日下午對外宣佈，該關近日聯手拱北
海關及深圳、江門警方，破獲一宗利用流動漁
船走私「紅油」大案，打掉走私「紅油」團夥
八個，抓獲涉案人員64人。執法部門初查，
上述團夥共走私「紅油」近兩萬噸，案值約
7,900萬元（人民幣，下同）。該案是去年廣
州海關與其他關區採取跨關區聯合行動查獲的
最大一宗走私「紅油」案。

流動漁船螞蟻搬家式運油
廣州海關去年通過對一條走私成品油案線

索摸排經營，發現一個網絡繁雜的從香港走私
入境「紅油」特大團夥。緝私警察發現，犯罪
嫌疑人李某等「紅油」走私團夥負責組織數量
眾多的粵港澳流動漁船從香港油躉裝油，每艘
流動漁船隻裝小量的「紅油」，再將「紅油」
過駁至岸邊的油罐車囤油，之後將之走私到內
地。
他們通過母船過駁接油，再通過珠江口水

域繞關偷運走私至廣州花都、佛山南海等地。
由於香港柴油添加了紅色染料，在內地無法銷

售，盧某、周某團夥就選用偏僻的簡易工廠進
行非法脫色處理後以內地柴油的名義銷往江
西、湖南等周邊省區牟利。

每噸千元差價滋生走私鏈
上月26日，廣州海關成立抓捕指揮部，派
遣百餘名緝私警察，組成19個行動小組從廣
州出發，分別奔赴廣州花都、佛山南海、東莞
等指定位置集結。同時，拱北海關派出120名
緝私警察同步開展查緝行動。各行動小組上月
27日凌晨行動，最終專案組成功打掉以盧
某、鍾某、周某為首的三個「紅油」走私團
夥，抓獲涉案人員45人，主要目標人物全部
到案。現場清查涉案「紅油」脫色點三個，儲
油罐80個，油罐車29輛。現場查扣涉案「紅
油」、書證、電子物證等證據。
由於免稅優惠，香港「紅油」與在內地銷
售的柴油存在一定差價，據了解，當前每噸香
港「紅油」價格約為3,100元，而內地市場每
噸0號柴油價格為4,100元，這種高額利潤使
得不法分子為牟取不法利益，抱着僥倖心理鋌
而走險。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寶儀 廣州報道）政
協廣州市委員會十三屆一次會議昨天閉幕，劉悅
倫當選為新一屆廣州市政協主席，他表示新一屆
政協將把圍繞推動廣州建設國家重要中心城市全
面上水平建言獻策作為履職主線，多謀良策，謀
增進黨委政府共識之策，謀匯聚政協各界別委員
意見的智慧之策，同時積極反映社情民意，暢通
各種階層群體利益訴求進入決策程序的渠道。據
了解，廣州政協會議期間收到提案400份，其中
立案260件，內容主要涉及發展樞紐經濟、優化
產業發展佈局、南沙發展、醫療教育、穗港科技
創新創業合作等多個方面。

擬親辦「服務周邊」提案
劉悅倫表示新一屆政協將發揮政協作為社會主
義協商民主重要渠道的作用，選擇城市輻射帶動

能量不足、城市改造更新不科學、供給側改革不
到位、民營企業多而不強、製造業和服務業發展
不均衡、市屬各區發展缺乏特色和活力等短板，
深入調查研究，多謀良策，多進諍言，多提「綜
合性、全局性、前瞻性」戰略性對策，多出破解
關係各界群眾切身利益難題的管用「點子」，力
爭有效協商議政全面上新水平。劉悅倫見記者時
還透露，計劃親自督辦一個關於「更好發揮廣州
樞紐作用，服務周邊城市，促進多層次聯通」的
重點提案，目前正在研究推進。
閉幕會議前，大會選舉產生十三屆廣州市政協

領導班子，劉悅倫當選政協十三屆廣州市委員會
主席，李瑾、張嘉極、陳怡霓、庾建設、黃炯
烈、姚建明、柯珠軍、于欣偉當選副主席，柯珠
軍當選秘書長。大會還選舉王桂林、袁志敏、曹
志偉、楊松才等101人為常務委員。

劉悅倫當選穗政協新主席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國天氣網報
道，昨日是「三九」（指冬至後的第
三個九天）的第一天，冷空氣也是應
景地到來，氣溫將有所下降，大部地
區的氣溫將接近常年同期平均水平或
略偏高。內蒙古中東部、東北地區、
華北北部等地預料將先後出現較強降
溫，平均氣溫下降4℃至8℃以上，其
中東北部分地區降溫幅度可達10℃至
14℃，同時冷空氣的到來也驅散了華
北等地連續多日的霾，北京昨日迎來
近十天未見的藍天。
京津冀等地霾天氣昨天白天雖有所減

弱但仍持續。中央氣象台表示，天津、

河北中南部、河南北部、山東西部、東
北地區中南部等地有中度霾，其中，河
北中南部、河南北部、東北地區中部等
地的部分地區有重度霾。為此中央氣象
台昨日繼續發佈霾黃色預警。
同時，由於濕度較大，霧又發展了

起來。昨日早晨至上午，北京南部、
天津、河北中南部、河南北部、山東
西部等地有大霧天氣，其中，河北中
南部、河南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區有能
見度低於500米的濃霧，局地有能見
度低於200米的強濃霧。昨天受冷空
氣影響，上述地區持續九日的霾天氣
將自北向南消散。

「三九」寒流驅華北霧霾

■由於人力成本上漲等原因，逾千台商撤出東莞。圖為東莞一家企業生產車間。 記者盧靜怡 攝

■許雅嵐表示沒有「撤離」的台商
正求變等機會。圖為東莞工廠正製
造水杯。 資料圖片

■由於「紅
油」走私利潤
空間大，不法
分子遂鋌而走
險。圖為廣州
海關執法現
場。
廣州海關供圖

■不法分子會
將香港柴油非
法脫色以便銷
往內地。圖為
脫色車間。
廣州海關供圖

■劉悅倫當
選為新一屆
廣州市政協
主席。
網上圖片

■政協廣州
市委員會十
三屆一次會
議 昨 天 閉
幕。
網上圖片

■因冷空氣驅
散了華北等地
的霾，北京昨
日迎來久違的
藍天。圖為遊
客正在參觀杜
莎夫人蠟像
館。

中新社

■事發後，消防以噴水方式稀釋有
害氣體。 網上圖片

「台灣接單，大陸生產，產品出
口」曾是在東莞台資企業的運

營模式。隨着世界經濟持續不景氣，加
上大陸人力成本上漲，不少台資企業將
工廠遷至東南亞謀出路。「遷廠主要原
因是人力成本太高。」台資企業興昂鞋
業來自台灣的管理層鍾先生表示。興昂
鞋業是全球十大鞋業製造商，在部分生
產線撤出「世界工廠」東莞後，同時還
裁減了 1,900 多名員工，引起不少爭
議。

工資漲速快過原料
對於台企「遷廠潮」，已經在東莞廠
房工作九年的鍾先生認為這是無奈之
舉。「在這裡台企主要是勞動力密集企
業，它們對成本上漲承受能力最弱。」
他說，由於政府也越來越重視對福利保
險的監管，最近兩三年大陸人工成本相
對原料成本上漲快更多。「原料產品價
格一直在漲，但是穩定增長，工資卻變
得太快。」
台企在大陸的人工成本主要貴在社保
福利方面。鍾先生算了一筆賬，如果為
廠裡員工全買養老保險和公積金，公司
會分別承擔總額的12%和5%，員工福
利增加總體帶動人力成本上漲了17%到
18%。「過去花 100元（人民幣，下
同）發工資，現在變相要花120元左

右。」他說，將部分生產線搬到東南
亞，人工支出減少了三分一到二分一不
等。

仍保留研發部門
「人工成本上漲是每個企業都要面

臨。經營環境惡化也是台商離開的原因
之一。」東莞台商投資企業協會監事
長、東莞三星燈飾有限公司董事長許添
丁表示，儘管大陸近年出台「營改增」
等措施減免稅費，但稅率比起其他國家
依然偏高。「生產一個商品，從原料、
半成品都要求有齊發票，以前還會默許
『漏稅』行為，現在對大企業抓嚴了，
反而是無牌企業會被遺漏。」他還稱，
去年起大陸開始嚴抓環保，對大型企業
稽查頻率越來越高，加上大陸「血汗工
廠」競爭激烈、無牌黑企業數量多也導
致經營環境惡化。
儘管如此，但記者了解到不少台資企

業僅將勞動力密集的生產線轉移到國
外，卻依然保留研發部和銷售中心在東
莞。記者了解到，興昂鞋業雖然將生產
線「轉移」，但依然在東莞保留研發部
門和高端品牌生產線。「高端產品由於
售價高，人力成本佔比不高，因此影響
較小。而且東莞製造業產業鏈很完善，
是東南亞難以比擬，因此還會保留核心
部分在這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