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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月底，財政司司長陳茂波發表了2018/19年度
《財政預算案》，這算是首份真真正正由他編製的預
算案（去年發表2017/18年度《財政預算案》時，他
才接替辭職參選特首的曾俊華出任財政司司長僅一個
月）。可是，業界對預算案中就有關《稅務條例》第
39E條和第16EC條的修訂仍隻字不提而深表失望。

現行《稅務條例》不利港商外闖
大約十年前，內地政府開始積極鼓勵企業轉型，不

少港資企業也因此將經營模式由「來料加工」轉為
「進料加工」，在沒有涉及內銷情況下，兩者的實際
運作基本上沒有差異。

香港稅務局可對香港企業出售由內地生產單位根據
「來料加工」合約加工的貨物所產生的利潤按50：50
比例分攤方法計算香港利得稅；然而，此安排卻不適
用於從事「進料加工」的港資企業。

此外，港商在內地進行「來料加工」，所提供在內
地使用的機器及工業裝置的折舊額，可享 50%的稅前
扣除；但一旦轉為「進料加工」，在有防止避稅意義
的《稅務條例》第39E條下，則不容許把機器設備的
折舊作稅前扣減之費用。

港商在內地業務由「來料加工」轉型為三資企業
後，突然被香港稅務局指業務有轉變，不僅頓失多項
稅務優惠，更被追討過去欠收的利得稅。

特區政府2012 年更在《稅務條例》中加入新的第
16EC 條，令知識產權在香港以外的地方使用，亦同
樣不能獲得稅務抵扣。

既已認同 應盡速修改
事實上，2009年陳茂波仍是立法會議員時，就曾

動議修訂《稅務條例》，使提供適當的稅務誘因，
鼓勵企業提升業務、推動業務創新、刺激商業投資
及促進經濟增長，包括為設置於香港以外地方（例
如內地）、用於產生在香港被視為應評稅利潤的加
工貿易安排的機械或工業裝置所招致的資本開支提
供免稅額。

今年初，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在立法會出席行政長官
答問會就回應相關提問時亦表示，既然說粵港澳大灣
區是一個大灣區的經濟，要做到人流、物流、資金
流、資訊流都是無障礙地流通，那麼機器都可以自由
流通都是可以考慮的。

「一帶一路」、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機遇就在眼
前，然而，香港的利得稅制度已不合時宜，嚴重影響
香港企業的競爭力。業界多年來一直強烈提出修訂的
訴求，行政長官及財政司司長既然亦曾表示支持，何
解還要蹉跎時日呢？

香港紡織商會 簡尼

《稅務條例》第39E和16EC條困擾港商多年
對預算案沒提修訂感失望

紡織工業一直被視為傳統行業，其實紡織業一直推動
現代材料科技的發展，高性能的紡織品廣泛應用在不同
行業。面對激烈的業界競爭、地區成本上升、嚴峻的環
境污染等問題，近年紡織業更需要致力發展高新科技，
取代以往模式。

紡織商會邀生產力局主講
1月8日，香港紡織商會邀請香港生產力促進局到商

會舉行專題講座，分別就「工業4.0」、「污水處理」
等問題簡介生產力局方案。香港生產力促進局（以下簡
稱「生產力局」）是香港的工業支援機構，和轄下的附
屬公司每年為超過3,000間公司提供生產技術及管理顧
問、產品檢測及人力培訓服務，協助香港工業發展高增
值產品及服務，以提升國際競爭力。具體內容如下：

生產力局智能製造及材料科技部首席顧問兼德國弗勞
恩霍夫生產技術研究所（Fraunhofer IPT）認可「工業
4.0專家」單銘賢主講「香港紡織業工業4.0簡介」。他
指出，「工業4.0」最先由德國提出，在全球工商業界是
熱門詞彙，甚至早前國務院頒布的「中國製造2025」計
畫，也被稱為「中國版工業4.0」。

何謂「工業4.0」?「工業4.0（Industrie 4.0）」是德
國政府於2013年4月，在漢諾威工業博覽會上提出的未
來工業策略。第一次工業革命，是利用蒸汽動力的生產
模式；第二次工業革命，用電力大量生產；第三次工業
革命，則是電子自動操控的工業生產；第四次工業革
命，即「工業4.0」，是以數碼資訊整合感應器、物聯
網、大數據、互聯網等科技，實現智能化及自動化的生
產。「工業4.0」最關鍵的概念就是「串連」，利用資
訊及通訊科技，組成物聯網（IoT）及服務聯網
（IoS），將生產流程所有相關的機器設備、人員、流
程與資料連結起來，每個設備更能互相溝通，具備獨立
監察、分析和判斷能力，可以隨時找到問題及解決，令
生產流程更靈活、更有彈性，能快速回應市場需求的變
化，這就是智能工廠（Smart Factory）的構想。

紡織業的下一步
單銘賢認為，在「工業4.0」時代，善用智能科技、

快速應變的製造商，才有機會成為贏家。隨着市場走向
「款多量少」，不少大型生產商已開始在其供應鏈引入

「工業4.0」概念，充份利用資訊科技、互聯網、物聯
網及流動智能裝置，打造智能工廠。「工業4.0」以新
層面組織和控制產品生命週期的整個價值鏈，以迎合未
來日益個性化的客戶需求。將價值鏈的每個部分連接起
來，以實時獲取所有相關資訊，透過實時數據分析人與
物件、設備、系統的聯繫，創造出動態的自我組織、自
我優化和智能化。

香港企業普遍對「工業4.0」比較陌生，不太清楚推
行細節。單銘賢指出，香港工業的現狀普遍比1970年
代香港紡織業全盛時期沒有多大分別，仍然維持相同生
產模式。但面對珠三角的營商環境及條件改變，例如工
資上漲等問題，部分廠商回流香港設廠，以新的製造模
式生產，「工業4.0」無疑是紡織業的下一步。

香港企業應盡早制定目標
單銘賢的觀察發現，部份「工業4.0」元素已獲企業採

用，關鍵是如何把企業現有的不同系統和資訊串連起
來，以實現全面數據化和智能化的處理。他認為，六至
七成的企業仍處於「工業2.0」至「工業3.0」之間，即
廣泛應用機械大量生產，但未全面智能自動化。若越來
越多海外客戶推行「工業4.0」，將會迫使代工生產的香
港廠商升級至「工業4.0」。

「香港企業應盡早制定『工業4.0』的目標，逐步改造
流程、配置自動化設備及智能系統，為邁向『工業4.0』
打穩基礎。」單銘賢建議。

香港紡織商會 余青

香港紡織界迎向「工業4.0」

紡織技術展舉辦 長者產品登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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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紡織報》專題介紹「一帶一路」沿
線紡織業重點國家，分析當地紡織業重點及於當地發展紡織業的利弊輕重，俾各同業參考。本
期先介紹孟加拉紡織業。

孟加拉作為低成本服裝產業基地，近年非常引人注目，以紡紗為中心的紡織產業穩定發展，
但紡織原料的自給率依然較低。紡織服裝出口數字，從2001年度的47億美元，擴大到2016年
度的304.24億美元。出口的94%是服裝，金額達286.68億，紡織製品只有很少。但直至2016
年，紡衣出口仍然比去年同期有4.4%增長，其中服裝出口增長達7.8%。其中印度是一大市
場，2017年下半年，孟對印度服裝出口同比增長66%，達1.11億美元。孟對印服裝出口享有零
關稅待遇，具備獨特優勢。

孟加拉的優勢在於勞動費用便宜。2008年紡織業的每小時勞務費用為0.31美元，在調查的45
個國家和地區中是最低水準。但薪酬過低亦成雙刃劍，2010年，當地服裝工人因難維持基本生
活，爆發大規模示威遊行及暴力衝突，造成多人受傷，部份工廠被迫關閉。工人要求將最低月
薪大幅提升兩倍至5,000塔卡（約72美元）。現時，該國最低工資為70美金。

孟加拉近年來取代中國成為全球成衣代工廠，勞動成本便宜具競爭魅力，但不穩定的政情和
洪水等天然災害等，使紡織服裝業發展依然存在風險。公安法規與措施不完善，亦導致成衣廠
意外不斷。2012年11月，達卡郊區一間成衣廠大火，造成100多人喪生。2013年拉納廣場紡企
發生重大坍塌事故，造成1,135人死亡，是世界上最嚴重的紡織工業災難。

其他問題還包括︰高財務費用（利率為15%～16%）、基礎設施未完善、法規不完善、土地
權不清晰、容易出現重複賣地爭執、訴諸法律難以操作。政府對設備投資沒有支援體制、對染
料和化學品的高關稅、對紡織製品的附加價值稅、人才培養體制的未整備、生產效率低、缺穩
定性和織布染整設備老化等。

香港紡織企業「飛達集團」2013年公司將主要生產線轉移到了孟加拉國。短短三年多的時
間，「飛達集團」在孟加拉工廠迅速發展壯大，從200多人發展到現在擁有3,500名工人，第二
期廠房亦已啟動建設，預計到2018年，孟加拉廠的員工將增至7,000人，年產能將達6,000萬
件。

本會名譽會長、飛達帽業控股有限公司副主席兼董事總經理顏寶鈴表示，對於傳統製造業來
說，孟加拉國的土地面積14.75萬平方公里，與我國福建省12.4萬平方公里相若，但福建的人
口為3,800萬，孟國人口卻多達1.6億，勞動力極為富足。

更重要的是，孟加拉的最低工資標準僅為70美金，已包括了保險、食宿津貼等等，且工會規
定此標準每年只能上調5%。這兩大特點，可以說是勞動密集型的傳統製造業最迫切需要的。
現時孟加拉的紡織服裝出口在全球排名第二，不難找到熟手技工，紡織業到當地發展更具備產
業優勢。

顏寶鈴對孟加拉廠的發展前景看好，是得益於國家建設「一帶一路」倡議。這三年來，孟加
拉已落實高速公路、鐵路、深水港碼頭等多項基建計劃，習近平主席去年11月親臨孟加拉進行
國事訪問後，孟加拉的發展更是突飛猛進。

「飛達集團」在孟加拉的工廠，為當地提供了大量就業機會，大大提高了當地村民的生活素
質，原本不到400人的落後村莊，如今已發展成為萬人村，上個月更獲孟加拉當局批准將之更

名為「飛達鎮」（Main-
land Town），全鎮經
濟收入水準大幅提高。
顏寶鈴鼓勵同業，到孟
加拉嘗試為紡織業創新
天地。「我告訴自己，
去一個陌生的國度開疆
拓土，必須懷着尋找第
二春的激情。山窮水盡
疑無路，走出去，柳暗
花明又一村。搭乘『一
帶一路』的快車，大膽
邁出第一步，即能為企
業謀發展、創新路。」
顏寶鈴說。

香港紡織商會余青

香港紡織及成衣研發中心1月5日至21日於將軍澳廣
場舉辦紡織技術展，針對香港人口老化問題，長者產
品成為展覽的大趨勢，共展出了九款適合長者的技
術。

其中一項產品針對照顧長者需要，於衣物背部安裝
全球定位系統（GPS）及藍牙通訊功能，幫助照顧者用
手機跟蹤長者行蹤，以便照料長者。衣物具有可組裝
的特性，有內外兩件防風保暖背心。

另一項產品名為「新型發熱紡織物」，針對香港最
近寒冬天氣，為紡織產品添加自動發熱功能，可發出
38至46度的熱度，幫助減輕疲勞及促進血液循環。目
前推出了發熱眼罩及手巾，將來可望應用到更多紡織
產品，例如衣物、床具等。產品技術原理，是特種導
電纖維，於紡織物中加入極度幼細的導電紗線電阻，
令紡織物可以進化為發熱面料。

香港紡織商會 蘇文華

2017年1-12月內地紡織品、服裝進出口主要品種統計（表二）

貿易類別 品種
數量 金額

單位 數量 同比 億美元 同比

出
口

紡織品+服裝及配件出口（A+B） 6.08 2685.96 0.8%

紡織原料 萬噸 153.22 1.2% 28.67 9.6%
紡織品（A） 萬噸 6.3% 1104.87 4.2%
-紗線類 萬噸 473.77 5.6% 117 7.8%
--棉紗線 萬噸 39.33 10.5% 16.55 6.1%
--化纖紗線 萬噸 344.16 3.9% 79.62 11.3%
--其他紗線 萬噸 87.05 11.3% 10.73 3.7%
-布疋類 億米 446.35 8.4% 549.37 4.1%
--棉梭織布 億米 90.51 2.1% 134.6 -0.2%
--化纖梭織布 億米 206.34 6.6% 200.94 1.1%
-製成品類 2.5% 438.5 3.5%
--家用紡織品 11.7% 171.22 1.9%
--工業用紡織品 6.2% 74.15 6.5%
--無紡布 萬噸 157.17 8.9% 50.98 2.8%
--其他製成品 115.03 3.6%
服裝及配件（B） 1581.09 -1.4%
-服裝 億件（套） 338.74 2.4% 1363.15 -2.4%
--梭織服裝 億件（套） 140.77 2.7% 708.68 1.1%
--針織服裝 億件（套） 197.87 2.9% 621.79 -5.8%
--毛革皮服裝 億件（套） 0.1 2.4% 32.68 11.7%

進
口

紡織品+服裝及配件進口（C+D） 245.53 5.3%

紡織原料 萬噸 305.2 17.3% 70.89 22.3%
--棉花 萬噸 115.46 28.8% 21.86 39.6%
--羊毛 萬噸 34.59 8.5% 27.56 17.3%
--化學纖維 萬噸 64.6 17.0% 14.52 21.7%
--其他紡織原料 萬噸 90.58 8.5% 6.4 0.3%
紡織品（C） -1.5% 173.75 3.7%
-紗線類 萬噸 262.61 2.1% 78.48 6.2%
--棉紗線 萬噸 198.35 0.6% 54.61 6.5%
--化纖紗線 萬噸 39.34 5.2% 18.38 3.7%
--其他紗線 萬噸 23.85 11.2% 3.44 13.8%
-布疋類 億米 23.87 -5.0% 55.96 -1.3%
--棉梭織布 億米 3.46 -13.4% 8.57 -9.0%
--化纖梭織布 億米 10.31 -0.3% 19.61 -1.2%
-製成品類 -1.7% 39.31 6.2%
服裝及配件（D） 14.4% 71.78 9.4%

資料來源：中國海關 (香港紡織商會整理)

2017年1-12月內地紡織品服裝出口省市首六位統計（表三）  單位：億美元

省市

合計（A+B） 紡織品（A） 服裝（B）
12月 1-12月 12月 1-12月 12月 1-12月

同比 同比 同比

全國合計 240.17 2685.96 0.8% 101.62 1104.87 4.2% 138.55 1581.09 -1.4%
浙江 61.16 652.49 0.9% 35.15 363 4.2% 26.01 289.49 -2.9%
廣東 46.62 493.45 -1.9% 11.79 125.92 6.4% 34.83 367.53 -4.4%
江蘇 40.1 470 7.4% 18.91 213.67 5.6% 21.19 256.33 9.0%
山東 18.99 213.72 2.3% 9.27 97.37 2.4% 9.72 116.35 2.3%
福建 17.03 199.42 -5.1% 5.12 69.54 6.0% 11.91 129.88 -10.1%
上海 15.56 178.79 1.4% 6.45 68.64 5.1% 9.11 110.15 -0.8%
其他 40.71 478.09 -2.1% 14.93 166.73 0.0% 25.78 311.36 -3.1%

資料來源：中國海關 (香港紡織商會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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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內地紡衣
進出口同止跌回升

2017年1-12月內地紡織品、服裝出口市場統計（表一）
（六大洲及首十五位）（單位：億美元）

國別地區
合計（A+B） 紡織品（A） 服裝（B）

同比% 同比% 同比%
合計 2685.96 0.81% 1104.87 4.20% 1581.09 -1.43%
亞洲 1190.88 -0.59% 620.02 2.52% 570.86 -3.76%
歐洲 596.3 -0.02% 151.88 3.08% 444.42 -1.03%
北美洲 496.5 1.89% 134.75 6.36% 361.75 0.32%

中、南美洲 163.22 11.91% 79.45 8.73% 83.77 15.10%

非洲 179.57 1.45% 101.86 10.43% 77.71 -8.33%
大洋洲 59.49 0.85% 16.91 4.02% 42.58 -2.65%

歐盟28國 488.62 -1.08% 125.57 3.85% 363.05 -2.68%
美國 453.93 0.97% 123.93 6.02% 330 -0.81%

東盟10國 347.49 4.51% 256.91 6.70% 90.58 -1.24%
日本 203.24 0.05% 43.59 3.03% 159.65 -0.73%
越南 131.52 8.62% 103.26 3.37% 28.26 33.42%

香港 130.59 -12.56% 53.62 -12.40% 76.97 -12.67%
英國 103.28 -12.70% 18.54 -1.25% 84.74 -14.86%

俄羅斯 90.69 6.65% 18.17 -4.92% 72.52 10.00%

德國 82.43 -3.34% 21.35 -2.91% 61.08 -3.49%
韓國 82.81 -2.66% 28.73 -3.34% 54.08 -2.30%

菲律賓 60.66 10.44% 39.64 16.34% 21.02 0.80%

孟加拉 57.21 6.23% 55.53 7.49% 1.68 -24.32%
阿聯酋 49.92 -20.37% 17.88 -14.97% 32.04 -23.09%

澳大利亞 50.1 -0.39% 13.93 5.69% 36.17 -1.89%
西班牙 49.65 3.11% 11.53 6.97% 38.12 1.99%

資料來源：中國海關 (香港紡織商會整理)

根據中國海關總署發佈的數據，2017年全年內地紡織品、服裝（以下簡稱
紡衣）出口2,685.96億美元，進口245.53億美元，與去年相比，出口大致持
平，只微升0.81%；進口則實現小幅增長5.3%。終止出口兩年跌及進口連續
三年下跌。

出口主要情況是：
紡織品增、服裝報跌。
其中主要增長動力為紡織品，出口1,104.87億美元，升幅達4.2%。服裝出口仍

處降勢，2017全年出口金額為1,581.09億美元，跌幅1.4%。主要的梭織服裝、棉
紗線、化纖紗線、布疋、製成品都略有增幅，只有針織服裝跌5.8%。
歐洲國家減幅明顯，英國服裝大跌14.86%。
歐盟、德國都呈下跌，英國更大跌12.7%。俄羅斯、菲律賓則分別有6.65%、

10.44%增長、拉丁美洲也有11.91%增長。
主要省市榮辱互見。其中江蘇增7.4%，福建則跌5.1%。
進口方面，同比上升5.3%。棉花大增39.6%，紗亦增6.2%，但面料則倒跌

1.3% （詳見附表）。
香港紡織商會蘇文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