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唇亡齒寒 兩敗俱傷
中美貿易磨擦發展到今天，已不是我們商人意願可改變，美國政
府對華的貿易政策多變，今天以中國綜合國力來說，必不會輕易作
出無底線的讓步。
中美貿易戰對香港紡織業有什麼影響？說得確實一點香港已經沒

有大宗紡織工業可談，兩三年前在中國設廠的香港服裝商已經面臨
大批量服裝輸美的影響，訂單轉移到東南亞鄰近國家勢頭持續，只
剩餘高端複雜或特快貨期定單，俗稱「短平快」仍留在中國生產。
如大幅提高紡織服裝關稅，所有美國買家已作出最壞打算，紛紛撤

離中國。
其他非美國市場的消費者心理無不受貿易磨擦影響，近月中國的

布疋市場景况慘淡，為歷年少見，美國政府種種手段打壓下，中國
政府只有咬緊牙根，沉着應對，我們要作出最壞打算，要有長期作
戰的心理準備。

香港紡織商會會長
蕭盧慕貞

據美國農業部（USDA）5月統計，2018/19年度全球棉花市
場形勢供不足需情況已經扭轉，2019/20年度預計產量2731.5萬
噸，消耗量2741.8噸，兩者大致相若。雖然美國和印度的產量
大幅回升，尤其是美棉反彈達19.8%，但巴西預計產量增加卻稍
為回落6.2%。具體特徵如下：
1.美棉花產量創14年新高：在2019/2020種植年，美國棉花產量
擴增至479萬噸，同比增幅高達19.8%，也將是2005年以來的
最高產量記錄。在2015、2016、2017年，美國棉花產量一度
連續三年走高。如此高的預期主要是基於美國棉花產區天氣良
好，十分利於播種。

2.中美庫存榮辱互見：美國棉花年末庫存預估為139.3萬噸，升
幅高達37.6%，貿易戰引起的消費低迷和銷售不振或是造成這
一結果的原因。但中國庫存則下跌8.6%。但是隨著全球產量
上升，而中美貿易摩擦升級反而引起消費進一步下滑，令供應
更充裕，對於棉價未來發展壓力較大，估計2019年棉價易跌
難漲。

3.巴西和印度棉強力爭奪全球棉花供應市場份額：中國對進口美
棉加徵25%關稅，但內地進口數字仍然大幅增長，巴西將利用
機會滿足中國市場的需求。6月份以後印度棉、巴西棉將陸續
上市，對美棉的替代性增強，該兩國強力爭奪全球棉花供應市
場份額。巴西 2019/20 年度預計棉花出口量比去年激增
41.3%，印度亦增加7.2%。巴西棉正在取代美棉成為中國棉花
進口的最大國家。受貿易戰的影響，美棉的進口份額從17/18
年度的39%迅速下降至13%，而巴西的份額從6%大幅上升至
33%。

4.澳洲棉出口下跌，受乾旱影響，預計未來三年澳棉產量不會有
明顯的恢復。不過從長期看，隨著澳大利亞北部和南部地區棉
田的開發和氣候的轉變，預計2021/22年度以後澳棉產量將逐
漸恢復到前幾年的高水平。（詳見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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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進設備 綠色環保 智能織造大行其道
香港廠商應邀參展2019浙江紡博會

HKRITA日內瓦國際發明展奪三金一銀兩銅佳績

IMF降全球經濟預測預測2020年方止跌

戰火重燃 業界最壞打算 長期作戰
中美貿易摩擦升溫，2019年5月9日，美

國政府宣布，自翌日起對從中國進口的
2,000億美元清單商品加徵的關稅稅率，由
10%提高到25%，而且宣稱快將對3,250億
美元尚未被加徵關稅的中國商品徵收25%的
關稅，以提高美國談判籌碼。中美貿易摩擦
升級，給國內外市場帶來一定波動，紡衣行
業再陷困境。

會長：咬緊牙根，沉着應對
香港紡織商會（下稱「本會」）會長蕭盧

慕貞對此表示，中美貿易戰發展至今正是
「唇亡齒寒，兩敗俱傷」。她認為，在內地
設廠的香港廠商，早己陸續將訂單轉移到東
南亞鄰近國家，已經沒有大宗紡織工業可
談。只剩餘俗稱「短平快」的高端複雜或特
快貨期定單仍留在內地生產。目前所有美國
買家已作出最壞打算，紛紛撤離中國。
但是，其他消費者心理亦受貿易磨擦影
響，導致近月內地市場景況慘淡。她希望
內地政府咬緊牙根，沉着氣應對，而香港
業界要作出最壞打算，要有長期作戰的心
理準備。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網站6月3日
發布消息，5月10日前從中國出口，6月15
日前運抵美國港口的中國輸美商品將維持
10%的稅率，之前通知的最後期限是6月1
日前到港。

對中小型廠商影響較大加強科研或是出路
另外，本會常務副會長朱立夫認為，有實
力出走東南亞的本地廠商，近十年已經陸續
出走越南、柬埔寨、印度、孟加拉。而接美
國訂單的香港廠商亦大多在東南亞生產，留
在內地的港商佔輸美紡織品生產量可能不到
總產量的一半。

他認為貿易戰目前對中小型廠商影響較
大，其中位於江浙一帶之中小型港商由於出
口價錢每況愈下，近年大多轉型從事內銷，
甚至發展出自家品牌。但影響最大反而是位
於珠三角的香港中小企，實力所限無法出走
東南亞，又未轉型為內銷。希望政府能幫助
他們，加強科研開發，已創新爭取新市場。
此前，白宮經濟顧問庫德洛（Larry Kudlow）
於4月23日表示，雙方已很接近達成協議，
華盛頓一再聲稱與北京的貿易談判進展順
利。中國代表團原定計劃於5月8日赴華盛
頓談判，在出行前夕，特朗普這一次提高關
稅，實在是帶有恐嚇性質。

貿發局會協助港商應對挑戰
美國經濟增長基本見好，成為特朗普壓制

中國重要籌碼，其中4月26日美國商務部公
布美國第一季度GDP初值，折合年化增長
率為3.2%。美國一季度經濟強勁擴張，主要
受出口和庫存投資上升提振，部分抵銷了消
費者和商業需求放緩的影響。加上4月美國
失業率降至3.6%，為 1970年以來最低水
平，美國經濟復甦持續性強於預期。
關稅清單覆蓋面廣且高度分散，美國要求

中國減少產業補貼。2,000億美元擬議商品
清單長達195頁，涉及5,998個項目，其中紡
織服裝（19.4%）項目數量佔比居前，包括
絲製品、羊毛製品、棉花製品等。特朗普再
次對華打響貿易戰提高要價，主要在於縮減
中美貿易逆差、遏制中國製造2025戰略崛
起、擠壓海外美元回流、打開中國壟斷市
場，以及要求中國在伊朗制裁和俄羅斯核協
議問題上有所讓步。
5月13日美國總統特朗普警告，中國切勿

向美國上調關稅報復，但中國國務院關稅稅

則委員會不予理會，公布自6月1日起的反制
措施，對美進口600億美元商品加徵關稅，包
括從小型飛機、電腦、紡織品到化學品、肉
類、小麥、葡萄酒和液化天然氣等商品上調
關稅，並且分3個稅階提高加徵關稅稅率；分
別實施25%、20%或10%加徵關稅，而對之
前加徵5%關稅的商品則維持不變。中方此舉
明顯是留有一手，手段明顯相對克制，未有
作「等額報復」，希望美方回頭是岸：「回
到雙邊經貿磋商的正確軌道」。
中國國家發改委主管的中國國際經濟交流

中心首席研究員張燕生對新加坡《聯合早
報》預測，至2035年，中美經貿關係很可能
處在談談打打、打打談談的階段，希望民眾
有心理準備，不要期待中美貿易戰短期內能
完全解決。
他分析，紡織等對成本敏感之產業的外

資將離開中國。美國打貿易戰是為了減少
對中國代工貼牌和傳統低端產業鏈的依
賴，但結果卻會增強美國對中國高端產業
鏈的依賴。中美貿易摩擦升級，紡織廠進
出口訂單或受到影
響，市場觀望情緒
較濃。香港貿發局
助理總裁張淑芬
指，貿發局會協助
港商應對最新事態
發展帶來的挑戰，
包括加強商貿配對
服務，招募更多美
國以外的買家，如
組織東盟國家的買
家參加展覽會，擴
闊港商未來生意渠
道。

美商界恐負擔增反對加關稅
對於美國總統特朗普突然宣布調高對中

國產品的進口關稅，美國商界有不同意
見。當地多個商會提出反對，擔心會增加
業界及消費者的負擔，令市場混亂，呼籲
現階段應專注與中方談判，而非倉卒加徵
關稅。 美國服裝和鞋履協會（American
Apparel and Footwear Association）提到，關
稅會對經濟增長構成障礙，若服裝進口關
稅提高25%，關稅成本會轉嫁至美國消費
者，估計導致一個4人家庭每年增加約500
美元（約3900港元）開支；該會要求特朗
普取消額外關稅，專注和中國的貿易談
判。
美國零售聯合會（National Retail Federation）
也發表類似聲明，指華府如想對中國施加
壓力，應與其他盟國合作，而非單獨推出
強硬政策；該會擔心中小企將陷入困境，
因他們缺乏資源來減輕關稅的影響。

香港紡織商會余文

4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發布最新
版本的《世界經濟展望報告》，警告世界經濟
仍在放緩，但認為即將出現回升，預計明年經
濟增長將會復蘇，除非受「政策失誤」阻礙。
預期全球經濟增長下調至3.3％，從1月份《世
界經濟展望報告》預計的3.5％再下調0.2%，
這是該組織自金融危機以來的最低增長預期。
據IMF的報告，隨着貿易戰、「新出現的風
險」及不同的貸款讓各國陷入困境。報告下調
預期的部分原因是，在美國徵收關稅之前，
2018年進口和出口出現人為增長之後，近幾個
月全球貿易量急劇下降。假如事態未能有進展
的話，報告認為可能會阻止全球經濟穩定性。

不過該組織仍維持預計2020年增長3.6％，
雖然報告對全球經濟增長前景較為悲觀，但
亦指出增速放緩或於今年上半年漸趨穩定，
更預計之後經濟會逐漸復蘇起來，2020年將
小幅上升。
發達經濟體今年的增長率預計從1月2.0%的

估計水平，下降到4月的1.8%，估計2020年更
低，只有1.7%，主要是因為歐元區增長率下
調。歐元區的增長率由1月估計的1.6%進一步
下降到1.3%，和2020年的1.5%。對於美國經
濟增長，組織下調2019年增速至2.3%，而中
國的2019年經濟增速預期則由6.2%上調至
6.3% 香港紡織商會謝軒

香港紡織及成衣研發中心（HKRITA）在剛舉行的
第四十七屆「日內瓦國際發明展」上，共奪得三金一
銀兩銅佳績，其中「遠紅外保溫保健的特殊纖維」更
獲得泰國國家研究評議會頒發的特別獎。其中一項金
獎作品「G2G零售店內的迷你工廠」將紡織廢料循環
再造成潔淨新衣的小型生產線，早前獲得2019紅點產
品設計大獎。而另一金獎作品「纖維素高吸水性聚合
物」把回收的織物廢料轉化成可被生物分解的保水
劑，開闢出一條嶄新而可持續發展的途徑，來製造棉
花種植業需要的保水劑。這些成果除了肯定HKRITA
為紡織及時裝發展核心技術所付出的努力與承諾外，
亦促進持續創新及環境保護，為推動本地再工業化盡

一分力。
香港紡織及成衣研發中心（HKRITA）4月30日舉
行發佈會，創新及科技局局長楊偉雄出席發佈會，以
示支持本地科研推動紡織及時裝業的可持續發展。楊
局長表示，今年香港紡織及成衣研發中心在日內瓦獲
獎的六個項目，共獲「創新及科技基金」4千萬元資
助。他續說：「傳統行業同樣需要擁抱創新科技，
尋求突破。以紡織業為例，加入創新科技元素，可
以提升產品競爭力，為業界開拓新的發展空間。政
府會繼續透過『創新及科技基金』支援本地應用研
發工作。」
香港紡織及成衣研發中心行政總裁葛儀文則表示，

HKRITA作為備受紡織及
時裝界肯定的科研先驅，
一直致力透過創新技術及
合作推動業界可持續發
展。「相信在HKRITA屢
獲殊榮的創新技術協助
下，相信紡織及時裝業將
轉型成為一個可全面持續
發展的行業。」

香港紡織商會謝軒

「工業4.0」大行其道，紡織界亦隨之與時並進。工
業互聯網是新一代信息技術與製造業深度融合的產物，
是人、機、物、工廠互聯互通的新型工業生產製造和服
務體系，是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實現高質量發展和塑
造全球產業競爭力的核心體。最近有不少相關科技展
覽，業界從事創新研發轉型，值得參考箇中新知。

先進產品和設備亮相舞台
2019年5月16日，「聖東尼精選機型巡迴展」在義
烏舉辦。該活動創始於2012年，已成功舉辦了15屆，

由香港中大實業有限公司承辦，是中國無縫領域、針織
機械領域的專業性展會，被業界譽為行業發展風向標。
為國內外知名企業、無縫廠商、針織企業以及業內專家
搭建溝通橋樑，成為國內先進產品和設備亮相的舞台。
本次義烏巡迴展會涵蓋機器性能展示區、樣衣主題

展示區、紡織講座區等，現場更舉行一場「綠色環保智
能織造」主題研討會，從零排放、低浴比染色、再生纖
維這三方面與業界進行深入探討。

機器性能展示
與此同時，2019浙江紡博會在義烏國際博覽中心同
期舉辦，設立四大主題展區，包括「針織工業」、「縫
製自動化」等題材，覆蓋紡織服裝上下游產業鏈，香港
中大亦作為應邀參展。
現場展示先進機器，包括有智能排產、提前備料、

科學調機，信息自動發送，可以提高機器的使用效率。
及時的生產反饋和設備掌控大大的提高了訂單響應速
度，縮短交貨期。使原來複雜的生產流程變的透明易
控，增加了產能、減少了浪費、節約了人工。

香港紡織商會梅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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覽■香港紡織及成衣研發中心一眾董事、研究人員及項目贊助商出席傳媒簡報會。

■（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