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疆紡織服裝產業發展規劃
（2018-2023年）》印發

日前印發實施，該文件提出，到2023年，
達到棉紡產能2,000萬錠規模、織機超過5萬
台、針織面料25萬噸、服裝服飾達到8億
套，全產業鏈就業容量達到100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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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信部發布48項紡織、輕
工行業標準公示報告，其中有
6項是與棉純紡、混紡的紗、
布行業標準。

財政部、國家發展改革委、工業和信息化
部、海關總署、稅務總局、能源局等六部門
日前共同印發《關於調整重大技術裝備進口
稅收政策有關目錄的通知》，對重大技術裝
備進口稅收政策的3份目錄進行了調整。

2018年1月，內地紡織品服裝貿易額253.6億美元，同比下降1.2%，其中
出口231.1億美元，下降3.3%，進口22.5億美元，增長28.8%，當月貿易順
差218.6億美元，下降5.8%。2018開年，人民幣兌美元即呈現大幅、迅速升
值局面，1月人民幣對美元漲幅累計高達3.5%，創1994年匯率並軌以來最
大單月漲幅。受此影響，當月紡織品服裝出口在連續4個月的增長後再度下
降，進口則顯示快速增長，貿易順差比去年同期下降。

香港紡織商會輯

2017 年 12 月 19
日，香港特別行政
區第十三屆人大代
表選舉在香港會議
展覽中心舉行，大
會以不記名投票方
式選出36名新一屆
代表，其中香港紡
織商會永遠榮譽會
長陳亨利新任當
選、名譽會長顏寶
鈴、會員蔡毅順利
連任。

世界經濟增長預測全增 貿易上調
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1月發佈的「世界經濟
展望」報告，2018年和2019年全球經濟增長預測均略
有調升。
與 2017 年 10月份預測相比，2018 年整體增長率為
3.9%，微升0.2%，其中先進經濟體由2%進一步調升為
2.3%，主要是美國上調0.4%、0.6%；新興市場及發展中
經濟體持續4.5%、5.0%無變，但其中中國今明兩年均上
調0.1%。
2019年全球經濟增長預測為3.9%。世界貿易總量增速

今年報 4.6%，上調達 0.6%，明年為 4.4%，亦上調
0.5%，其中先進經濟體表現亦佳，分別上調 0.6%及
0.7%。（詳見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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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稅務條例》第39E條的意見及建議

據美國農業部（USDA）公佈的2月供需報告
顯示，2017/18年世界棉花產銷預計，中國仍然
呈現相當明顯的去庫存狀態。期末庫存比上年度
下跌164.4萬噸，下跌幅度達15.6%。但全球合
計的期末庫存數目則輕微上升19.6萬噸。
至於全球產、消、貿易、期末庫存均有增

加，尤以產量和消耗量增幅較大。產量調升至
2,642.6萬噸，較上年度增13.9%；剛好略微超
過了消耗量，上升125.2萬噸（2,623.6萬噸）。
產量增幅較大的是中國和美國，分別增加
20.9%、23.9%；消耗量則是中國、孟加拉和土
耳其一枝獨秀，分別增長6.7%、7.5%和7.7%。
進、出口貿易量均約為832萬噸，繼續是

2014/15年度後最多，其中越南進口增逾兩
成。期末庫存略增至1,928.1萬噸，增幅比去
年終的預計低；除中國大減外，其他主要產
棉國都有可觀增長，其中美國增超過一倍。

棉花價格內地棉升國際棉跌
從全球供需平衡表來看，棉花基本面偏強。

2017/2018年度除中國棉花增產明顯外，美棉
也呈現出產量和庫存雙增的局面。在供應壓力
下，1月美棉衝高回落，結束去年10月開始的
強勁反彈之旅，Cotlook遠東A指數目前暫時
在90美分/磅左右徘徊。美棉銷售報告顯示，
取消前期的訂單量有所增加，倉單也終於出現
增加趨勢，需求和庫存均導致美棉承壓。
從國內方面來看，我國棉花拋儲漸近尾聲，

補庫預期則是另一條支撐棉花基本面的主線。
2017年棉花拋儲結束後，國儲棉花庫存約
剩餘500萬噸。市場預期2018年拋儲結束
後，我國產量加配額內進口量與需求間約有
200萬噸的缺口，在國內增產潛力有限的情況
下，產需缺口需要國內以外的市場來補充。
國棉328指數自去年11月升至16,000/噸
後，近日又徘徊至15,600-15,700價位，市場
人士對後市抱有期待，奈何市場變幻莫測，
令人難以捉摸。春節剛過去，國內棉花、紡
織企業多已停工、放假，棉花現貨市場購銷
清淡。受月前紡企的補庫影響，目前棉企多
取得階段性去庫存的勝利，紡企對於節後的
開工生產也做好了棉花原料的補充工作。雖
然近期期貨「跌跌」不休，但現貨市場尚未
受到太大波及。市場瞬息萬變，節後棉花市
場行情能否合理引導市場預期？棉花市場能
否平穩有序運行？有關人士建議棉紡企業應
未雨綢繆，棉花價格走勢值得持續關注。
目前美棉需關注下方60日均線支撐，由於

下跌後點價盤開始出現，美棉有望在該關鍵支
撐位穩住。同時，隨着時間推移，國內現貨壓
力將逐漸消化，補庫預期有望成為主流，基本
面偏強格局已經形成，下方空間不大。在交易
執行上，建議業界分別按振盪和趨勢做兩手準
備，參照美棉及國棉走勢，在關鍵位置做好加
減倉調整。（詳見附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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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司司長陳茂波日前發表新一份財政預算案。當中有不
少叫人讚賞的中小企資助計劃，包括寬減百分之七十五

的利得稅、寬免商業登記費、為「發展品牌、升級轉型及拓展
內銷市場的專項基金」（專項基金）注資15億元，並將資助
範圍由內地擴大至東盟。在庫房盈餘的情況下，商界一直期望
政府能修改《稅務條例》第39E條。可惜，本次預算案仍未有
相關跟進。業界呼籲政府慎重考慮推動修訂相關條例，令港商
能把握粵港澳大灣區機遇，並以更好競爭力迎接挑戰。

政府曾稱考慮修訂
香港政府奉行的稅務原則中，作為產生利潤的成本，應該
得到稅務抵扣。但是現行《稅務條例》第39E條下，港商在
境外使用的機器設備及知識產權的資本開支，卻不得享有相
關稅務抵扣，限制了企業在海外擴充業務。
尤其是模具，香港企業通常持有模具的擁有權，只是暫時無償
給予內地「進料加工」廠房使用，當產品生產完成後便會歸還香
港企業。按稅務原則，既然香港企業的「進料加工」業務要繳納
十足的利得稅，其擁有的模具也應該得到十足的折舊免稅額。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在今年一月的答問會中，曾稱會與財政司司長
再作研究，態度無疑較上屆政府積極。行政長官指，自己就39E條
做了研究，又形容大灣區是「契機」，機器自由流通亦可以考慮。

「來料加工」與「進料加工」本質相同
2008年世界金融風暴後，內地政府大力鼓勵外資企業轉型

為「三資企業」，推動企業開展內銷業務，以減輕對外貿易
不平衡的局面。於是，港資企業由「來料加工」轉型至「進
料加工」，配合國家經濟發展的政策和方向。
在運作上，「來料加工」與「進料加工」並沒有本質上的

不同，都由港方企業提供原材料和機器設備給內地企業，加
工完成後出口。實質上，港企繼續在各方面顯著的控制和參
與該內地企業的營運和操作，為內地企業提供所需的生產設
備和機器，該些設備和機器的擁有權由香港企業持有。香港
企業要如此廣泛參與內地企業的運作是因為業務所需，包括
知識產權的保護、品質監控和技術轉移等。

產生利潤的成本應得到稅務抵扣
如果在對企業徵收本港所得稅的同時，又對其於香港境外

使用的機器設備、知識產權之相關費用的稅務抵扣施以不當
的限制，無異於「作繭自縛」，一方面會令政府鼓勵企業提
升技術裝備、加強創新等政策的實際效用大打折扣，另一方
面亦不利香港打造知識產權貿易中心。
由於港商普遍在內地和香港都設有業務，研發和製造活動

涉及內地是自然的發展，尤其在國家大力推動粵港澳大灣區
發展規劃下，未來港商勢將加強在大灣區內進行各樣與工業
及自動化有關的合作。
條例阻礙了「珠三角」港資企業的轉型升級步伐，更限制

本地企業在海外擴充業務，不利於香港企業把握目前「一帶
一路」、「粵港澳大灣區」發展的歷史性機遇，嚴重影響香

港企業的競爭力。
因不少「一帶一路」國家對投資者權益以及知識產權保護

仍有待改善，港企如在當地提供機器以及知識產權，往往會
選擇由香港公司自己持有，如沒有稅務抵扣，將減低他們到
海外投資的意欲。
業界建議將《稅務條例》第39E條的限制放寬，包括讓

「進料加工」企業無償提供予內地單位的機器設備享有該折
舊免稅額，及讓從事「來料加工」和「進料加工」的企業，
得到同樣的稅務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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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棉續去庫存--附表
2月預計 增減 同比%全球合計全球合計全球合計全球合計 2320.2 2642.6 322.4 13.9%印度 587.9 620.5 32.6 5.5%中國 495.3 598.7 103.4 20.9%美國 373.8 463.0 89.2 23.9%巴基斯坦 167.6 178.5 10.9 6.5%巴西 152.4 174.2 21.8 14.3%全球合計全球合計全球合計全球合計 2498.4 2623.6 125.2 5.0%中國 816.5 870.9 54.4 6.7%印度 522.5 533.4 10.9 2.1%巴基斯坦 224.3 226.4 2.1 0.9%孟加拉 145.9 156.8 10.9 7.5%土耳其 141.5 152.4 10.9 7.7%全球合計全球合計全球合計全球合計 818.7 832.3 13.6 1.7%孟加拉 145.9 157.9 12 8.2%越南 119.7 143.7 24 20.1%中國 109.6 108.9 -0.7 -0.6%印尼 73.8 76.2 2.4 3.3%土耳其 80.1 76.2 -3.9 -4.9%全球合計全球合計全球合計全球合計 810.4 832.2 21.8 2.7%美國 324.8 315.7 -9.1 -2.8%澳洲 81.1 95.8 14.7 18.1%巴西 60.7 91.4 30.7 50.6%印度 99.1 91.4 -7.7 -7.8%烏茲別克 28.3 26.1 -2.2 -7.8%全球合計全球合計全球合計全球合計 1908.5 1928.1 19.6 1.0%中國 1054.2 889.8 -164.4 -15.6%印度 242.3 275.0 32.7 13.5%巴西 165.7 179.8 14.1 8.5%美國 59.9 130.6 70.7 118.0%澳洲 52.1 54.6 2.5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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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消存及貿易預計產消存及貿易預計產消存及貿易預計產消存及貿易預計
產產產產量量量量
項目  2016/17年度  國別地區（首五位） 2017/18年度

內地調整重大技術裝備
進口稅收政策

人民幣匯率波動
1月份國內紡衣出口下降

工信部發布行業
標準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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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1 月 24
日，全國政協常委
會會議閉幕，投票
通過新一屆政協
「特邀香港人士」
名單。其中香港紡
織商會榮譽會長
楊勳當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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