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紡織、服裝（以下簡稱紡衣）
市場，即指紡衣製造業和進出口貿易
兩大領域。可以說，香港紡衣市場的
變化發展，就是其製造業與貿易變化
發展的歷程。
香港紡衣製造業始自上世紀二戰之

後，迄今已有七十年的歷史。六、七
十年代，無論在就業人口或生產增加
值方面，香港紡衣製造業均佔整個製
造業約四成以上，是帶動香港經濟起
飛、晉身為亞洲四小龍的主要動力和
引擎。1980年，紡衣製造業及其進出
口貿易服務業就業最高達46.2萬人，
佔當年香港總就業人口232.3萬人近兩
成。在1973年至1985年間，港產服裝
出口更有十二年高居世界之首。香港
這彈丸之地，於國計民生大宗商品竟
有此驕人成就，堪稱奇跡。
九十年代以來，香港紡衣製造業急

速滑落式微，本地產品出口及就業人
數大幅萎縮；尤幸香港與內地優勢互
補，以加工貿易為主體的轉口貿易發
展良好，促使整體紡衣貿易持續增

長。據世界貿易組織（WTO）統
計，1983 年至 2007 年這二十五年
間，香港紡衣貿易額一直名列世界三
甲之內，其中1993、94兩年更高居
世界第一。自2005年開始，全球配
額制取消，世界紡衣貿易由過去帶有
人為因素的配額分配制，轉為憑競爭
實力優劣為主導。面對新興紡衣生產
國的激烈競爭，香港優勢盡失，紡衣
貿易掉頭下降。不過，迄今尚能保住
世界第七的前列地位。2015年衣履進
出口貿易創值達718億港元，佔香港
整個進出口貿易創值一成七；相關企
業1.47萬家、就業人口10.1萬，如加
上相關的倉儲運輸、港務航運、金融
保險、差旅通訊等支援行業，就業人
數估計約20萬，對香港經濟仍有一
定貢獻。因此，如何善用香港紡衣業
傳統的基礎實力，發揮成衣採購中心
的條件和優勢，拓展新的生產基地和
市場，保住行業的生存，以利就業和
經濟發展，是特區政府和業界共同面
對的新課題。 （下轉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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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仔」升勢難繼？
今年以來，人民幣兌美元匯價先是跌至谷底，後逐步轉

升，最近又見回落，總的是波動較大，與去年基本處
於跌勢的情況迥異。
2005年人民幣匯改開始的前八年，基本上是連年升值
的，可說是只升不跌的單向浮動。2014年1月14日最高曾
達1美元兌6.0412人民幣。2015年8月至今年年初，人民幣
走勢基本上是反覆下跌，其中2016年第四季跌勢較急，到
今年1月3日創出1美元兌6.9557人民幣（即1人民幣兌
0.14376美元）的最低位。

今年最高升近8%
今年五月底起，人民幣匯價逐步重拾升軌，至9月8日最高為1美元兌6.46人民幣（即1人民幣兌

0.15479美元），較1月3日最低價升7.67%，後又轉回落，近日約維持在1美元兌6.6人民幣左右，
較1月初最低時升約4.5%。八月底至9月8日人民幣持續上漲，且漲幅較大，主因：
1.美元匯價下跌。美匯指數9月8日跌至91.35，較1月3日最高103.21跌11.5%，也是2015年以來

最低水平。
2.中國經濟表現較美國好。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對今、明兩年中國的經濟增長預測持續上

調，分別為6.8%、6.5%，而美國則約為2.2%、2.3%反較前略有下調。
3.中國管控對外投資資金取得一定成效。
4.朝鮮核試、中東戰亂等局勢緊張，已納入SDR的人民幣作為避險貨幣的作用增強。

雙向浮動成常態
目前，人民幣匯價較2015年7月二次匯改前跌約8%，但與2008年7月即全球金融海嘯發生前相比
已回升近3%，後市走勢實惹關注。一般估計，人民幣兌美元雙向浮動已成常態，日後上下波幅將會
更具彈性。
支撐人民幣穩挺的因素有：
•中國經濟貿易看好，資金外投受控，財政及外匯儲備穩健；
•目前已有100多個國家將人民幣作為其貿易貨幣，人民幣在全球支付金額中佔比不斷擴大；以人

民幣作為儲備及避險貨幣的繼續增加。
影響人民幣匯價走低的因素包括：
•美國聯儲局宣佈縮表進程及明年繼續加息的貨幣政策，對美元匯價有提振作用。
•發達經濟體貨幣如歐元、英鎊以及鄰近地區主要紡衣出口國貨幣如印度盧比、越南盾、孟加拉

盧比等，目前與2008年7月金融海嘯前相比，仍有約16%-34%的降幅，而人民幣則已回升近3%。
（詳附表）

•人民幣高企不利出口和經濟，一旦經濟向好勢頭受阻，也會反過來使人民幣走低。
香港紡織商會 凌之

截至10月5日為止，今年內地27省／自治
區、4個直轄市（北京、上海、天津和重慶）
加上深圳市共32個地區中，有18個已執行或將
執行（湖北11月才開始生效）新的最低工資標
準。至於兩大紡織服裝省份—廣東和浙江，至
今仍沿用2015年的標準。
各地的最低工資標準中，現以上海市的每月

2,300元為最高，領先於其他省市，此標準更不
包含職工個人依法繳納的社保費和住房公積
金；最低的，依然是廣西省各縣和自治縣，執
行第四檔標準每月1,000元。
今年在上調最低工資標準的同時，部份省／自
治區也調整了檔次的數目，其中，吉林省由三檔
增至四檔，福建省則由四檔改為五檔，而青海卻
由原來三檔統一為全省採用同一標準。
去年年中，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考慮到
企業經營困難，決定在一段時間內延長最低
工資調整周期，由每兩年至少調整一次，改
為兩至三年至少一調。廣東、廣西、四川、
安徽、江西等亦已相應調整其省內的相關規
定，因此，有些省份雖然距離上次最低工資
調整的時間已超過兩年，至今仍未作任何舉
動。

機器人取代人手料漸普遍
工資持續上升是社會發展必然的現象，只是緩
急有差別；另一方面，以科技逐步取代人工作業
也是必然的趨勢。以僱用工人較多的服裝製造業
為例，最近就有一家江蘇的公司到美國設廠，以
全自動縫紉機器人生產服裝。
以機器人生產服裝有多方面的優點，包括：
1. 機器人可每周七日、每日廿四小時運作，大量

減少對生產工人的需求，節省工資、社保等開支。
2. 因為用人不多，可遷往美國、歐洲等主要
消費市場生產，大幅縮短交貨期及減少運輸成
本和時間。對部份客戶來說，短交貨期比價格
便宜些更是重要。
3. 由於在消費市場內生產，成品不必被徵進

口關稅，對關稅稅率高的產品尤為有利。
現時全自動縫紉機器人的應用仍處於初步階

段，購置成本也比較貴。然而，隨著生產機器人
的技術日漸成熟，購買的廠商越來越多，價格勢
必會下降。但同一時期，工資則只漲不跌，在此
消彼長的情況下，相信陸續會有更多到美、歐等
消費市場設廠，以機器人取代傳統作業方式的例
子出現。 香港紡織商會 安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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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全球經濟增長預測分別為3.6%、3.7%
與四月預測相比均調升0.1%。
今年預測中，先進經濟體增長率由2%上調為2.2%，新興市

場及發展中經濟體由4.5%上調至4.6%，其中中國由6.6%升為
6.8%。
明年先進經濟體維持2%、新興市場及發展中經濟體則由

4.8%上調為4.9%，其中中國由6.2%調升6.5%。
香港紡織商會 林檸

世界經濟預測續好

今天我們生活上因互聯網的普
及而便利不少，同時互聯網對於
傳統行業和經營模式帶來極大的
衝擊，任何人都無可避免地要面
對，必須打這場硬仗。
剛拜讀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馬雲

演譯企業如何接受互聯網世代挑戰
的文章，現節錄了五個重點與大家
分享：
新零售。以服務人為本，你要為
顧客設想每一細節，最後他、她成
為你的俘虜。
新製造。不要再沉溺於一貫技

術、規模化、標準化，新模式要個性化、智能化。
新技術。以往模式是把人變成機械，現在是把機械變成人，未來是
用機械做人做不到的事。
新能源。傳統能源是石油，未來能源是IT PC 互聯網、大數據、
雲計算，能夠用好大數據推進企業發展才能持續。
新金融。傳統金融機構以80/20精力服務大客戶/普羅大眾，未來

要倒轉比例為20/80，即要重點服務普羅大眾才是增長動力。
馬雲說一個企業 CEO 看不到未來的危機，又不能在危機中看到
機遇，他帶領的企業將會面對大災難。也許大家會認為馬雲，推銷
互聯網是他的本行，而且年輕人都跟著他走，馬雲才能帶領潮流，
勢不可擋。

我從事紡織服裝行業40多年，親歷香港工廠遷移到珠三角，又見
證了近十年不少同行老友紛紛結業，其中當然有光榮引退的，也有不
敵時代的迅速改變，無法應變而淘汰的。但是我也真切地看到，留下
的企業也有不少越做越大，越做越好。我不禁要問：究竟是環境不容
紡織行業，還是我們跟不上環境的改變？
企業要生存，往外遷移走出去是其中的一個選擇，當上香港紡織商

會會長的過去兩年，外訪及接待來訪接觸業界的機會多了，我看到業
界經營求變的努力，亦看到走出去紡企的辛酸。不過，機會與風險是
並存的，走出去的紡企如能乘搬遷之機，重組生產流程，加強智能管
理，整體素質和能力有顯著的提升，客戶樂意接受為策略性合作夥
伴，就有機會取得成功。這也證明我們無論走出去，還是留下來，都
要面對迅變的環境，都需作出積極的應變。
中國人口逾13 億，佔世界人口近五分之一，現世界知名品牌紛紛
入駐中國，內地原有的品牌一波又一波的淘汰洗牌，不規範不透明的
管理亦已成過去，在汰弱留強的自由巿場模式下，只要我們有好的產
品，正確的經營理念和做法，一定能在中國內地這一廣闊的市場找到
生存和發展之機，珠三角大灣區的成形也將為香港添加優勢和動力！
現在的挑戰是要放下我們固有的、過時的經驗和技術，不要被對

抗改變的心魔束縛，不要咒罵大洪潮，而是要趕快把握潮流的契
機，多鼓勵年輕人加入行業，給予他們機會！讓他們用年輕的思
維，預見人們將來的變化需要，通過科技智慧手段，提供優質的製
造和營銷服務，為紡織服裝這個古老的行業，在迅變的新世代開創
新的天地！

香港紡織商會會長 蕭盧慕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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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18省市上調最低工資

今年 18 省市上調最低工資

截至 10 月 5 日為止，今年內地 27 省／自治區、4個直轄市（北京、上海、天津和重慶）加上深圳市共 32個地區中，有

18 個已執行或將執行（湖北 11 月才開始生效）新的最低工資標準。至於兩大紡織服裝省份—廣東和浙江，至今仍沿用 2015 年

的標準。

各地的最低工資標準中，現以上海市的每月 2,300 元為最高，領先於其他省市，此標準更不包含職工個人依法繳納的社

保費和住房公積金；最低的，依然是廣西省各縣和自治縣，執行第四檔標準每月 1,000 元。

省／市／自省／市／自省／市／自省／市／自

治區治區治區治區

最新標準最新標準最新標準最新標準

生效月份生效月份生效月份生效月份
第一檔第一檔第一檔第一檔 第二檔第二檔第二檔第二檔 第三檔第三檔第三檔第三檔 第四檔第四檔第四檔第四檔 第五檔第五檔第五檔第五檔

1 上海 * 2017.04 2300
2 深圳 2017.06 2130
3 天津 2017.07 2050
4 北京 * 2017.09 2000
5 廣東 2015.05 1895 1510 1350 1210
6 江蘇 2017.07 1890 1720 1520
7 浙江 2015.11 1860 1660 1530 1380
8 山東 2017.06 1810 1640 1470
9 吉林 2017.10 1780 1680 1580 1480
10 內蒙古 2017.08 1760 1660 1560 1460
11 湖北 2017.11 1750 1500 1380 1250
12 河南 2017.10 1720 1570 1420
13 福建 2017.07 1700 1650 1500 1380 1280
14 山西 2017.10 1700 1600 1500 1400
15 陝西 2017.05 1680 1580 1480 1380
16 貴州 2017.07 1680 1570 1470
17 新彊 2015.07 1670 1470 1390 1310
18 寧夏 2017.10 1660 1560 1480
19 河北 2016.07 1650 1590 1480 1380
20 甘肅 2017.06 1620 1570 1520 1470
21 湖南 2017.07 1580 1430 1280 1130
22 雲南 2015.09 1570 1400 1180
23 江西 2015.10 1530 1430 1340 1180
24 遼寧 2016.01 1530 1320 1200 1020
25 安徽 2015.11 1520 1350 1250 1150
26 重慶 2016.01 1500 1400
27 青海 2017.05 1500
28 四川 2015.07 1500 1380 1260
29 黑龍江 2015.10 1480 1450 1270 1120 1030
30 海南 2016.05 1430 1330 1280
31 西藏 2015.01 1400
32 廣西 2015.01 1400 1210 1085 1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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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在上調最低工資標準的同時，部份省／自治區也調整了檔次的數目，其中，吉林省由三檔增至四檔，福建省則由四

檔改為五檔，而青海卻由原來三檔統一為全省採用同一標準。

去年年中，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考慮到企業經營困難，決定在一段時間內延長最低工資調整週期，由每兩年至少調整

一次，改為兩至三年至少一調。廣東、廣西、四川、安徽、江西等亦已相應調整其省內的相關規定，因此，有些省份雖然距離

上次最低工資調整的時間已超過兩年，至今仍未作任何舉動。

機器人取代人手料漸普遍

工資持續上升是社會發展必然的現象，只是緩急有差別；另一方面，以科技逐步取代人工作業也是必然的趨勢。以僱用

工人較多的服裝製造業為例，最近就有一家江蘇的公司到美國設廠，以全自動縫紉機器人生產服裝。

以機器人生產服裝有多方面的優點，包括：

(一) 機器人可每周七日、每日廿四小時運作，大量減少對生產工人的需求，節省工資、社保等開支。

(二) 因為用人不多，可遷往美國、歐洲等主要消費市場生產，大幅縮短交貨期及減少運輸成本和時間。對部份客戶來說，短交

貨期比價格便宜些更是重要。

(三) 由於在消費市場內生產，成品不必被徵進口關稅，對關稅稅率高的產品尤為有利。

現時全自動縫紉機器人的應用仍處於初步階段，購置成本也比較貴。然而，隨著生產機器人的技術日漸成熟，購買的廠

商越來越多，價格勢必會下降。但同一時期，工資則只漲不跌，在此消彼長的情況下，相信陸續會有更多到美、歐等消費市場

設廠，以機器人取代傳統作業方式的例子出現。

香港紡織商會 安 臣

迎 接 迅 變 新 世 代 香港紡織、製衣業
變遷史略（節錄）

匯價比較表

創意創新是當前世界
趨勢，行政長官林

鄭月娥女士本月發表任
內首份《施政報告》，
將發展創科及創意產業
作為重點。一向被視為
傳統行業的紡織製衣
業，配合創新發展，其
實也是高科技行業。

《施政報告》提到：「透過香港紡織及成衣研
發中心與業界合作，繼續推動開發新物料和先進
生產技術，以支持紡織及製衣業的高增值發展」
，「向香港設計中心增撥資源以推行多項措
施，鞏固香港作為亞洲設計之都的地位」，都非
常值得業界人士的期待。相信如在足夠的政策扶
持下，行業升級、轉型和創意創新會取得成效，
大有可為！

科研成果商品化
當前，紡織業面臨三大趨勢：具備先進智能技

術的功能布料不斷推陳出新；生產模式自動化、
智能生產、環保生產以及提升產能；銷售模式與
互聯網、雲端技術結合，進行網上銷售及市場趨
勢研究。三大趨勢皆是以高科技為基礎，將為行
業帶來翻天覆地的變化。其中每一環節的創新，
都可以成為業界升級轉型的動力。
事實上，行業部分研發已達領先水平。香港理

工大學有亞洲最佳的紡織及製衣學院，功能面料
方面的研發成就尤其卓越；香港紡織及成衣研發
中心則擁有亞洲最佳的紡織科研實驗室，至今已
取得數十項知識產權、專利申請，只今年的「日
內瓦國際發明展」上便勇奪九個獎項。
然而，要把實驗室裡的研究應用到生產中，需

投入大量時間和資源，當中亦涉及不同部門、甚
至與內地機構合作。我們期望政府作為「聯繫
人」的支援和配合，以協助很多領先研究實現其
應用價值。

「官產研學」共同推動
我認為，特區政府必須破除墨守成規，以新思

維加強「官產研學」的合作，包括放寬限制措
施，允許香港與內地的機構或企業合作，甚至是
認可在香港以外地區進行的測試和研究，並鼓勵
將研究成果在香港註冊、申請專利，既可帶動創
新，又可配合國家「一帶一路」戰略及粵港澳大
灣區的建設。
內地致力推動「智慧紡織」概念，將紡織與大

數據、雲計算等融合應用，打造中國紡織業的升
級轉型。香港有完善的知識產權保障系統、資金
自由流動，加上每年有大量設計人才畢業，正是
香港的獨特優勢。
期望這股創新創意風，給紡織及製衣行業注入

新的動力！
香港紡織商會永遠榮譽會長 陳亨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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