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走過高山低谷 內地廠房屹立33年

鬧人才荒 自建技術培訓學院

自古守業比創業難，尤其是從事製造業的廠佬，近年來多數都面對子

女不願意接班、事業後繼無人的窘境。時至今日仍然堅守在珠三角的一

些港企，不少創始人已經年近六旬甚至更加高齡，仍然親力親為奮戰在

第一線。面對中美貿易戰以及內地競爭日益激烈的趨勢，他們仍然擁有

年輕人的拚勁，與時俱進，迎難而上，不斷推進科

技創新、引入自動化大規模「機器換人」和股權激

勵措施，繼續守護自己的事業。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昌鴻

港商怎守業？高科技接棒
與時並進 引入自動化提升生產效率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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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開放40年來，珠三角留下了許許
多多的港商拚博奮進的身影，他們也

從青壯年進入花甲之年。儘管高成本時代
的到來淘汰了不少「三來一補」的港企，
但部分港商不畏艱難和風險、持續推進轉
型升級和技術創新，這是他們破解困境獲
得成功發展的關鍵。

斥巨資升級 物有所值
從事模具行業的東江集團（控股）董事

長、年近六旬的李沛良接受香港文匯報記
者專訪時表示，1992年他來深圳投資數千
萬港元建廠，生產塑膠模具。「近十多年
來，人民幣升值、工資持續上漲和勞工短
缺，我經營得十分辛苦，但也明白做生意
有如逆水行舟，迎難而上才有機會。」於
是，東江毅然斥巨資推動自動化，早在
2005年就開始大幅度推進自動化，每年的
投入高達2,500萬港元。近些年來，東江
用於自動化的投入已超過1億港幣，相對
過往，生產效率大幅提升約20%至30%。
李沛良透露，他是與香港生產力促進局
合作的，提高自動化程度，推進工業4.0，
並且聘請一位德國專家推進自動化。在他
看來，自動化是個不斷的過程，只要能提
升效率的，就再持續改進。他認為，人類
最後都會運用到人工智能，該技術可令工
廠運營和管理比較簡單，不需要太多的人
力勞動。

技術領先 爭取最大優勢
李沛良告訴記者，對於新技術的引進，
集團從來都不會吝惜成本，他們去年引進

瑞士的3D 打印，用來製造模具，主要是
製作一些鑲件，能提高生產效益。他相信
3D打印在模具的應用會日趨普遍，有關投
入確保公技術領先和競爭中有更多優勢。
李沛良公司也十分注重新興板塊業務，

如智能家居、智能手機、醫療及個人護理
同時出現高增長板塊，模具業務與注塑業
務相輔相成，相關業務正以健康態勢增
長。經過今年持續推進模廠自動化，提高
產品線利用率，早期介入客戶設計等，促
進了公司訂單增長和業績提升。李沛良指
出，在2019年的戰略部署上，東江仍會關
注新興行業，合理部署業務佈局。
李沛良強調，他們一直追求技術和產品

的高精密，東江與某知名手機商合作，並
與奔馳、寶馬、法拉利、飛利浦、谷歌、
ABB、polycon、惠普等合作，產品百分百
出口。在自動化和高精密業務推動下，近
幾年公司業績實現穩定增長，2013年利潤
1.34億港元，2014年1.54億港元，2015年
1.87億港元，2016年2.05億港元，2017年
達到3.01億港元。
在許多港商和內地企業紛紛追求金融和

地產高回報時，李沛良仍埋頭做精密模
具。「當有人問到我成功的奧秘是什麼？
那我覺得踏踏實實做實業就是關鍵。我沒
有去做金融投資和進軍房地產市場，也沒
有去炒股票。我認識的朋友，一些人做廠
賺了一些錢後便轉向金融或者搞地產，這
樣很容易導致公司業務跑偏，再也無心做
實業。其他行業的風險也很高，最終金融
投資可能失敗，地產也受政策調控影響，
只有做實業才是國家大力支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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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昌鴻）從事
印刷包裝的星光集團，是老牌港商，不
少港人都認識其老闆林光如。在許多同
行倒閉後，星光仍保持着穩健發展，其
中的奧秘是不斷地轉型升級和聯合高校
自主創新。年逾七旬的林光如接受香港
文匯報訪問時表示，十多年前內地人工
成本就大幅飆升，印刷業屬勞動密集型
行業，承受巨大壓力，星光也積極推進
機器換人的轉型戰略。他自豪地告訴記
者：「現在我們1,000人的印刷工廠，
產能相當以前高峰期6,000人效率的1.67
倍。」
林光如介紹，2015年其前海拉斯曼智

能系統(深圳)有限公司成立，前身是
2012年2月成立的香港星光集團自動化
研發中心，目前研發團隊共計80餘人，
並聯合暨南大學機器人智能技術研究院
和中國科學院上海技術物理研究所，協
作攻關研發工業機器人，如自動點膠
機、賀卡翻轉機、自動開槽機、自動包
裝機和智能機械手等，基本實現了「自
動化、智能化、智慧工廠」，大幅降低

了成本和提高了生產效率，也增強了競
爭力。

機器人工作 質量穩定
為汽車零部件、3C產品和手機配件等

提供鑄造業務的嘉瑞集團創始人、主席
李遠發也告訴記者：「自2005年人民幣
升值以來，各種成本持續大漲，為了應
對高成本的壓力，我們主動推進工廠轉
型升級和自動化，至少投入了600萬元
人民幣購入打磨機器人，每台機器人最
低花費 30萬元人民幣，一共引進 20
台，因此工廠效率獲得了大幅提升了30
倍。以前需要60人工作現在只有2人就
可以完成，並且保證了質量穩定和品
質。」
在壓鑄機方面，嘉瑞集團近幾年也不

斷升級，一台自動化壓鑄機器人最低價
格為100多萬元人民幣，集團引進了10
多台，總投入最低 1,000 多萬元人民
幣，以前需要四五個技工操作機器，現
在使用機器人了，僅需一人就可維持運
營，效率至少提高四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昌鴻）嘉瑞集
團創始人、主席李遠發告訴記者，現在對
於公司而言，無論是在深圳還是在惠州，
公司都面臨人才問題的困擾，尤其是高端
人才的人數不足，這也是目前公司發展的
一大問題。為了留住人才，他給一些優秀
骨幹分配公司部分股權。另一方面，他們
正在惠州建設建智能鑄造創新中心，為公
司的將來發展增添創新的動力。

給予股權獎勵留人
由於懂得鎂合金技術的人才很難在外面

招聘，李遠發為了更好培養人才，公司在
2006年建立了內部企業學院，投入大量人
力、設備和資金等免費培養管理和技術人
才，12年來他們培養了至少上千人才。他
們還與一些技術學校合作，給公司內部團
隊人員進行培訓。

令李遠發感到頭疼的是，儘管公司人才
供給不足，但一些鎂合金公司為了爭奪相
關業務，出高薪挖他們的人才。雖然公司
會大力挽留，給予優厚待遇，但一些人才
還是被挖走，白白為他人作嫁衣裳。為了
更好地留住技術骨幹，他們決定按照員工
能力和水平考核，給予相應的股權獎勵。
他深深地明白，公司的發展是依靠人才，
人才不足會制約公司發展，而股權獎勵將
是一種將員工個人利益與公司利益關聯一
起的較好方法。同時，無論生意好壞，都
堅持加工資，將這些成本通過提高生產效
率和自動化等來彌補和消化。
嘉瑞惠州工業園佔地面積達21萬平方

米，設有研發中心、工模設計及製造中
心、多種產品製造中心、存儲及配送中
心、物流中心、職業培訓中心及職工住宿
中心。今年他們已在惠州申請智能鑄造輕

合金創新中心，並成立共享智能鑄造輕合
金創新中心。
李遠發稱，嘉瑞研發鎂合金已有20多

年，因鎂合金較輕，在與水的比重上，塑
料是1.3，鎂合金1.8，鎂合金在金屬中是
幾乎最輕的，可替代塑料，而且硬度比塑
料強很多。鎂合金可令產品質量顯著提
升，產品附加值也提高較多。未來他們計
劃進一步推動鎂合金輕量化，研發稀土、
鎂合金等新材料。

生產升級 毋須搬廠
對於為何沒有像其他港企一樣搬遷到東

南亞時，李遠發表示，他們已成功升級至
比較高端的技術生產平台，從技術及人才
方面而言，深圳的優勢非常明顯。東南亞
目前的優勢是低端製造，其公司目前已經
走過了這個階段。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莊程敏)「珠三角好
多工廠經過幾輪金融風暴的淘汰，僅三分一
生存下來。返回北方的工人也多了，每年的
招聘難度愈來愈高。」專營五金塑膠及電子
專業代工業務的嘉利國際(1050)執行董事陳
名妹，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指出，珠三
角正面對勞工短缺及工資每年急升的困境，
集團自2007年起發展自動化，員工人數已
由高峰期的1萬人，減至目前3,000多人，
加上整合廠房，令經營成本大大降低。
嘉利國際於1980年成立，初期在觀塘生
產錄影帶外殼，1985年乘着國家的改革開
放政策，將生產基地由香港遷往東莞市鳳崗

鎮雁田廠房，至今已在內地建廠33年。陳
名妹說：「作為第一批受惠的港商，當年勞
工供應源源不絕，高峰期員工人數近1萬
人，有3間廠房！」

拓自動化 人力成本慳70%
不過，2008年內地的勞動法開始執行得
很嚴格，很多工廠都出現罷工，勞工成本大
增，當時每年最低工資大增20%。「最低工
資當時200多人民幣，增至現時1,750人民
幣，我們現時的最低工資約1,810元人民
幣，高過政府最低工資要求，但計及加班等
平均每月工資其實達6,000多元人民幣。」

幸好集團早於2007年便已積極發展自動
化，至2011年已有200多台自動化機械臂操
作，至今已有338台，人力可節省高達60至
70%。「以前一台機要用1.4個人，現在一
台機只需0.38人。」目前，集團每年都會投
資約5,000萬元於自動化生產方面。

政府大額資助智能化升級
內地主張的「中國製造2025」，支持人

才落戶，推動工業4.0，對企業發展高新科
技都有支持。除了硬件的資助，政府亦有資
助集團用於投資於生產方面的軟件，如生產
實時製造系統(MES)，對集團智能化升級很

有幫助。「政府每年都會驗收我們於科
技方面的投資，連續兩年都取得頗大的
資助額，每年都有超過6位數字。」
廣東於2013年推出的「騰籠換鳥」政
策，目的是促進產業資源的優化配置，
將產業勞動密集的加工生產環節轉移到
東西兩翼。陳名妹介紹，嘉利將3間廠房整
合至玉泉的1間廠房，後勤人員也大整合，
降低行政成本。原來的第一及第二廠房用作
發展房地產項目，預計今年底就建成，2019
年可以正式有盈利貢獻。她預計未來幾年，
地產會佔集團相當一部分盈利貢獻，但強調
製造業始終是主業，「永遠都不會放棄。」

對於貿易戰的影響，陳名妹坦言集團暫時
不太擔心。因集團的業務八成是伺服器，客
戶主要是全球知名的企業，如HP及 IBM
等，產品的付運是全球性，故影響不大。而
在第一輪的關稅清單中，集團只有其中一
項—存儲產品上了榜，但只佔整體營業額
少於5%。

「「珠三角好珠三角好
多工廠經過多工廠經過
幾輪金融風幾輪金融風
暴的淘汰暴的淘汰，，
僅三分一生僅三分一生
存下來存下來。」。」

1000人產能勝過6000人

■■嘉利國際自嘉利國際自20072007年起發展自動化年起發展自動化，，員工人數員工人數
大減大減，，降低經營成本降低經營成本。。

■星光集團包裝機器人吸引了商人參觀。
記者李昌鴻攝

■東江為德國一些知名車廠生產的汽車模具。

「「無論生意好無論生意好
壞壞，，都堅持加都堅持加
工資工資，，將這些將這些
成本通過提高成本通過提高
生產效率和自生產效率和自
動化等來彌補動化等來彌補
和消化和消化。」。」

「「自自20052005年年
人民幣升值以人民幣升值以
來來，，各種成本各種成本
持續大漲持續大漲，，我我
們主動推進工們主動推進工
廠轉型升級和廠轉型升級和
自動化自動化。」。」

「「有人問到有人問到
我成功的奧我成功的奧
秘是什麼秘是什麼？？
那我覺得踏那我覺得踏
踏實實做實踏實實做實
業就是關業就是關
鍵鍵。」。」

東江集團（控股）董事長
李沛良

嘉利國際執行董事
陳名妹

嘉瑞集團主席
李遠發

星光集團老闆
林光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