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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世界紡織品及服裝（下簡稱紡衣）進口貿易市場格局轉
變、西方貿易保護主義愈趨劇烈、美國千方百計打壓中國

出口，內地紡衣對傳統美歐市場出口困難日增，有必要和急需開
拓新的市場。國家自2015年3月底開始，全力推動共建「絲綢之
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即「一帶一路」）的
願景與行動以來，已見成效，不僅帶動了內地對相關國家的貿易
往來和投資合作，反映在去年中國紡衣出口上，亦大有裨益。
據中國海關統計，2016年內地紡衣出口總額較上年減5.9%，

其中對美國、歐盟出口分別下跌5.7%、6.8%。而對「一帶一
路」相關64個國家（除中國外）出口，不減反增的有38個即超
過一半，其中增幅較大的有：中亞吉爾吉斯、哈薩克分別增達
52.3%、31.6%；獨聯體成員的格魯吉亞、拉脫維亞、阿美尼亞
各增39.5%、26.6%、20.4%；東歐斯洛文尼亞、塞爾維亞分別
增24%、21.6%；東盟菲律賓、老撾各增35.2%、49.9%等。
目前，歐盟、美國合佔世界紡衣進口市場的比重已由八十年代

最高時67.4%下降至不到45%；美國新總統特朗普立足逆全球化
強調「美國優先」，擬針對進口特別是來自中國貨品，採取徵收
高關稅及其他打壓措施，更使內地紡衣對美出口增添不明朗及不
利因素。反觀「一帶一路」成效日益擴顯，至今沿線國家貿易額
已佔內地外貿總額的25%以上；2016年中國對沿線53個國家直
接投資145.3億美元，佔同年對外投資總額8.5%；中國已在23
個國家建立了境外合作區，有1,200多家中資企業進駐，年產值
超過200億美元。這些投資合作的開展，將有利今後相關各方商
品貿易的發展，有助紡衣出口市場的進一步開拓。

香港紡織商會 凌之

上月，美國財長姆欽表示已就總統特朗普的稅務改革方案定下具體目標，預料本
月稍後將提交國會，爭取在國會8月休會前通過，避免在明年國會中期選舉出

現變數。
稅改方案的具體內容尚未公布，但普遍預期有可能參照去年6月共和黨提出的稅改

藍圖，當中建議將公司利得稅由現行的35%大幅下調至20%；但與此同時，亦倡議
推出邊境調整稅（Border Adjustment Tax, BAT），進口貨物在計算公司利得稅時，
不得作為應課稅利潤的可扣減項目，變相對進口貨物徵收20%的稅款。
舉一個簡單的例子：

若確實如此改革，雖然公司利得稅稅率下調，但對於依靠貨物進口的企業而言，
假設營運模式沒有改變，實際稅後利潤將會大幅削減（由$6.5降至$2.0），因此，美
國眾多百貨公司、服裝品牌等等，紛紛對此表示強烈反對。
但另一方面，如上表顯示，對於採購美國製貨物的企業而言，則可以直接享受公

司利得稅的調降，稅後利潤增加（由$6.5增至$8.0）。故此，亦有很多美國企業對此
表態大力支持，包括波音、默克藥業、輝瑞藥業、Caterpillar等道瓊斯指數成分股公
司。相信這亦是造就道指近期屢創新高的原因之一。
由上述例子所見，採用美國製貨物與否對美國企業的盈利有重大影響。邊境調整

稅的意義正是要鼓勵美國企業多採用本地製貨物，藉以促進本地就業，刺激經濟增
長；同時，要減低美國企業對外採購的意欲。
現時，美國的服裝絕大部份是進口的，若共和黨的稅改藍圖獲採納並得到通過，

難免令美國的進口市場出現劇變，嚴重打擊依賴出口美國的紡衣國家，迫使紡衣企
業到美國投資，聘用國人（或使用機械人）生產。

香港紡織商會 飛鴻

美國擬推「邊境調整稅」
進口將受致命重擊
美國擬推「邊境調整稅」 進口將受致命重擊

上月，美國財長姆欽表示已就總統特朗普的稅務改革方案定下具體目標，預料本

月稍後將提交國會，爭取在國會 8 月休會前通過，避免在明年國會中期選舉出現變

數。

稅改方案的具體內容尚未公布，但普遍預期有可能參照去年 6 月共和黨提出的稅

改藍圖，當中建議將公司利得稅由現行的 35%大幅下調至 20%；但與此同時，亦倡

議推出邊境調整稅（Border Adjustment Tax, BAT），進口貨物在計算公司利得稅

時，不得作為應課稅利潤的可扣減項目，變相對進口貨物徵收 20%的稅款。

舉一個簡單的例子：

新稅制下 新稅制下

(貨物全數進口) (貨物全部美國制)

銷售收入 100.0                 100.0                 100.0                 
減：

- 進口貨物 (30.0)                  (30.0)                  -                      
- 美國製貨物 -                      -                      (30.0)                  

毛利 70.0                    70.0                    70.0                    
減：銷管費用等 (60.0)                  (60.0)                  (60.0)                  
賬上稅前利潤 10.0                    10.0                    10.0                    

應課稅部份：

- 稅前利潤 10.0                    10.0                    10.0                    
- 進口貨物 30.0                    -                      

10.0                    40.0                    10.0                    

公司所得稅 (3.5)(3.5)(3.5)(3.5)                                                                                    (35%)(35%)(35%)(35%) (8.0)(8.0)(8.0)(8.0)                                                                                    (20%)(20%)(20%)(20%) (2.0)(2.0)(2.0)(2.0)                                                                                    (20%)(20%)(20%)(20%)

實際稅後利潤：

- 賬上稅前利潤 10.0                    10.0                    10.0                    
- 公司所得稅 (3.5)                     (8.0)                     (2.0)                     

實際稅後利潤 6.56.56.56.5                                                                                        2.02.02.02.0                                                                                        8.08.08.08.0                                                                                        

現行稅制下

若確實如此改革，雖然公司利得稅稅率下調，但對於依靠貨物進口的企業而言，假

設營運模式沒有改變，實際稅後利潤將會大幅削減（由$6.5 降至$2.0），因此，美

國眾多百貨公司、服裝品牌等等，紛紛對此表示強烈反對。

但另一方面，如上表顯示，對於採購美國製貨物的企業而言，則可以直接享受公

司利得稅的調降，稅後利潤增加（由$6.5 增至$8.0）。故此，亦有很多美國企業對

此表態大力支持，包括波音、默克藥業、輝瑞藥業、Caterpillar 等道瓊斯指數成分

股公司。相信這亦是造就道指近期屢創新高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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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底，日本貿易振興機構（JETRO）發表了《20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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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0月11日至11月11日期間（中國則在同年9月1至15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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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
查共收到4,642家企業的有效回覆，當中製造業類覆蓋汽車、電子、鋼鐵、食品、紡織等行業。
調查所得顯示，部份國家的製造業工人工資比較如下：

關於預計在未來的一、兩年內會否擴張業務方面，報告指，在回覆的受訪日資企業中表示會擴張的
佔整體52.2%，較上一次調查略為上升1.0%。其中，有意在緬甸擴大業務的意欲最強，達79.7%；其
次是柬埔寨、巴基斯坦和印度，分別為72.5%、71.0%和70.7%。至於中國，雖然從2015年的谷底
38.1%稍為回彈至40.1%，但在20個受訪國家／地區中僅高於新西蘭和港澳地區，排名倒數第三。

紡企盈利減少較預期多
回覆的企業中，從事紡織製衣行業的有123家。是次調查時，他們對2016年的盈利與上一
年相比的估計，與2015年調查時所預期的有所出入，特別是估計盈利減少的比例由原先的
11.0%擴大至22.8%，見下表。

在管理方面，工資上升的問題依然是回覆中被認為是最普遍遇到的管理困難第一位，但整
體平均則由上次的69.0%回順至65.3%；其中，排列在前五位的受訪國家／地區分別為印尼、
中國（上一年排首位）、越南、緬甸和柬埔寨，由69.7%至82.2%不等。工資上升壓力相對較
溫和的則有孟加拉（49.1%）、巴基斯坦（45.2%）、菲律賓（44.7%）等。

今年多國調升最低工資
再看2017年上述前五位國家的最低工資調整情況：
印尼：最低工資上調的基準是8.25%，但有部份地區最終落實高於此基準，最高更達18%。
越南：最低工資平均調高7.3%。
緬甸：目前的最低工資是每天3,600緬元，是在2015年9月訂立的，至今未有調整。緬甸政府
最近已成立了一個新的委員會，將檢討及修改全國最低工資，估計今年或有較大幅度的調整。
柬埔寨：服裝業每月最低工資由140美元調高至153美元，增9.3%。
至於我國的情況，去年全國32個省市
（包括深圳市）中，只有9個提高了最
低工資標準，其他省市則暫緩調整；
2017年至今，暫時亦仍未見有省市宣布
出臺新標準。廣東省更於3月1日公布
《廣東省降低實體經濟企業成本工作方
案》，將最低工資標準由以往至少「兩
年一調」更改為至少「三年一調」。相
信在短期內，內地最低工資上調的壓力
仍會有所舒緩的。

香港紡織商會 簡尼

2016亞洲工資緬孟最低
今年越柬等調升7-9%

（題）2016 亞洲工資緬孟最低 今年越柬等調升 7-9%

去年底，日本貿易振興機構（JETRO）發表了《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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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年 10 月 11 日至 11 月 11 日期間

（中國則在同年 9 月 1 至 15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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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共收到 4,642 家企業的有效回覆，當中

製造業類覆蓋汽車、電子、鋼鐵、食品、紡織等行業。

調查所得顯示，部份國家的製造業工人工資比較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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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預計在未來的一、兩年內會否擴張業務方面，報告指，在回覆的受訪日資企

業中表示會擴張的佔整體 52.2%，較上一次調查略為上升 1.0%。其中，有意在緬甸

擴大業務的意欲最強，達 79.7%；其次是柬埔寨、巴基斯坦和印度，分別為

72.5%、71.0%和 70.7%。至於中國，雖然從 2015 年的谷底 38.1%稍為回彈至

40.1%，但在 20 個受訪國家／地區中僅高於新西蘭和港澳地區，排名倒數第三。

（小題）紡衣企業盈利減少較預期多

回覆的企業中，從事紡織製衣行業的有 123 家。是次調查時，他們對 2016 年的盈

利與上一年相比的估計，與 2015 年調查時所預期的有所出入，特別是估計盈利減

少的比例由原先的 11.0%擴大至 22.8%，見下表。

盈 利 預 測 上 升 相 約 減 少

2016 vs. 2015 (是次調查) 44.7% 32.5% 22.8%
- 2016 vs. 2015 (上次調查) 41.3% 47.7% 11.0%

2017 vs. 2016 48.8% 40.7% 10.6%

在管理方面，工資上升的問題依然是回覆中被認為是最普遍遇到的管理困難第一位，但

整體平均則由上次的 69.0%回順至 65.3%；其中，排列在前五位的受訪國家／地區分別為

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最新發佈的
「世界經濟展望」報告，2017年全球經濟增
長預測維持不變，2018年則略有調升。
今年整體增長率為3.4%，與去年十月預

測一樣，其中先進經濟體微升0.1%，新興
市場及發展中經濟體則降0.1%，其中中國
由6.2%調為升6.5%，印度則有下調。中、
印對全球經濟增長的貢獻分別為 40%、
17%。
明年全球經濟增長預測為3.6%，其中先

進經濟體、新興市場及發展中經濟體均有上
調。
世界貿易量增速亦由今年預測3.8%調升

至明年4.1%。（詳見附表）
香港紡織商會 林檸

明年世界經濟展望略好

香港紡織商會網新版啟動

中資企業「杭州百藝紡織製衣有限公司」，兩年前在緬甸仰
光設立工廠，僱用了500名當地員工。2月23日，約300名當地
員工衝擊工廠區，打破門窗、毀壞設備，並圍困了中方員工。
翌日中國駐緬大使館向緬方提出嚴正交涉。在中國駐緬甸大使
館工作組和緬甸警方的通力協作下，被圍困的員工安全離開，
帶頭肇事者被緬甸警方扣押。緬方承諾，會依法保護中國企業

和人員的安全和權益，儘快妥善處理有關問題。
需要注意的是，隨着緬甸的開放程度越來越高，當地非政府組

織也越來越多，出現了很多工會組織。此次事件由勞資糾紛引
起，但大多數罷工活動發起人往往都不是工廠的員工，而是專職
的工會人員，不能排除這些工會組織有幕後機構支援的可能性。

香港紡織商會輯

二月下旬，鍾山先生（前排右二）履新任商務部部長。鍾山部長早年
先後在浙江省紡織品、服裝進出口公司任職，並曾任浙江省服裝進出口
公司總經理。2009年2月，鍾山先生任商務部副部長期間，到港與香港
紡織界代表會晤座談，當時香港紡織商會向他呈交了一份題為「港資紡
衣企業正面對的挑戰」的報告。

香港紡織商會於2004年初開始設立網站www.textileschamber.org，主要服務對象除本
會會員、兩岸四地紡織製衣同業外，還包括政府部門、商會組織、大專院校及傳播媒體
等。網站現已重新設計，全面啟動。內容除過往已有的商會介紹、會務活動、業界動態、
企業專訪、統計資料等外，重點是將會配合《香港紡織報》及時做好消息傳遞和資料更
新，更好地提供市場訊息，提升服務水平。歡迎各位瀏覽！

中資服裝廠在緬遭衝擊 非政府組織為幕後推手？

鍾山任商務部部長 世界庫存近五年最低
棉價續見回升

據美國農業部（USDA）2月發表的本年
度世界棉花產銷預計，產量為2,295.3 萬
噸、消耗為2,449.9萬噸，連續兩個年度消
大於產；進、出口貿易均約為778萬噸；期
末庫存是2012/13年度以來最低的，且跌破
2,000萬噸大關為1,957.4萬噸。
國際棉價去年7月急升，9月轉跌，11月起

回揚，今年以來再踏升軌。以Cotlook遠東A
指數為例，去年9月最低曾跌至75美分/磅，
今年3月8日已回升至87.1美分/磅，即升
16.1 %，較去年最高85.35美分/磅升約2%。
內地棉價因去年11月底起已大幅轉升，

今年升幅收窄，3月6日起由於儲備棉復售
供求正常，價格大致偏穩。C.C.Index 3128
B級3月9日為15,975元人民幣/噸，只較去
年12月平均價15,893元人民幣/噸微升。

香港紡織商會 丁三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