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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紡織報》專題介紹一帶一路沿線重點國家，分析當
地投資重點讓各同業參考。本期介紹柬埔寨。

柬埔寨服裝業的進展戰略
5月7日，本會會員聯泰控股有限公司（下稱「聯泰」）

財務總監KORNBLUM Joerg參加了由香港美國商會組織的
演講，主題為「柬埔寨服裝業的進展戰略」。該國商務部長
Sorasak Pan、投資委員會主任Suon Sophal、柬埔寨製衣廠
商協會（GMAC）主席Van Sou Leng均現身解答了廠商對
於設廠投資柬埔寨的一些信息。以下為演講重點內容。
關於柬埔寨「EBA」在歐盟的情況（下文詳細解說）：經

過前6個月的諮詢階段，歐盟預計將於8月中重定該關稅優
惠地位；但是，即使歐盟有了初步決定，還需要一年時間作
最終確認。柬埔寨紡衣部門及柬埔寨製衣廠商協會有信心能
夠制訂滿足歐盟要求的勞工法，但另一方面，歐盟在民主及
人權問題的要求，該國仍需努力滿足。從該國商務部長的反
應來看，柬埔寨政府對EBA最終命運仍為未知之數。
關於12項降低營商成本的措施：為了保持柬埔寨目前的

營商環境，該國採取多達12項措施降低在柬埔寨開展業務
的成本。重要數項包括：減少與海關/邊境清關有關的物流
成本和成本、降低電費（每千瓦時2美分）、消除重複稅務
審計等。

近年東南亞增速最快國家
柬埔寨是東盟十國中第二小的經濟體，區內人口上億的國
家有兩個，分別為印尼（2.6億）（2018年，下同）和菲律
賓（1億）；而柬埔寨的人口只有1620萬，只比老撾（670
萬）及區內兩個富裕國家新加坡及汶萊高。
柬埔寨之所以吸引不少廠家來投資有一個重要的原因是，
目前柬埔寨的產品出口到歐盟以及美國有一定的優勢。這裡
面有兩個比較重要的關稅優惠，分別是歐盟「除武器之外的
一切(EBA)」和美國普惠制(GSP)，這些關稅優惠讓柬埔寨出
口產品有很大的優勢，光是歐盟提供的優惠關稅待遇，柬埔
寨每年就可以省下6億到7億美元左右的關稅稅款。

聯泰——積極往柬埔寨轉移生產
聯泰是近年積極轉移部分生產業務往東南亞的紡企之

一。聯泰執行副總裁、本會常務副會長陳祖恒先生指出，
「受惠於美國放寬普及特惠關稅制度（GSP），柬埔寨所
生產的皮包產品出口至美國，現已獲免關稅待遇。另外，
根據個別不同的GSP協議或自由貿易協定，兩地出口手袋
產品至歐盟、日本及中國等，亦獲得免關稅待遇。聯泰近
年於柬埔寨致力提高產能，並整合部分成衣生產設施轉為
生產皮包，加快在當地發展手袋製造業務，以享受有關稅
務優惠。」
2017年9月，聯泰更宣布以2200萬美元收購柬埔寨土

地，公告表示，董事局認為收購將確保集團於柬埔寨的製造
業務穩定運作。陳祖恒指出，企業須考慮生產成本以外的一
系列因素，例如外國貿易措施、轉移生產地的供應鏈狀況和
最終客戶需求等，才能有效提升整體的生產及營運效率。

紡織品出口——柬埔寨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
紡織品出口是柬埔寨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出口至美國市

場方面，去年1至12月紡織品及成衣（下稱紡衣）出口總值
達25.5億元，較前一年度同期成長14%，主要出口項目為成
衣及服飾，纖維及紗線並未出口，布料及雜項產品則出口甚
微。成衣及服飾出口值為24.1億美元，
較前一年度同期成長12%。出口量為
10.1億平方公尺，較前一年度同期成長
9%。出口至歐盟市場金額更高，同期
紡衣出口總值達47.1億美元，較前一年
度同期成長11%。該國出口到歐盟大約
80％的商品是紡織品。
但是2019年2月，歐盟宣布啟動撤銷

柬埔寨「除武器之外的一切（EBA）」
優惠貿易計劃的進程。這種發展很可能
在短期內對該行業產生負面影響。雖然
該計劃的撤銷最早要到2020年才能實
現，但歐盟的紡織品製造業公司可能會
率先分散業務風險。

柬埔寨人口紅利消退
在柬埔寨投資，必須克服若干挑戰。

很多國際企業把工廠設在柬埔寨，最主

要就是看中柬埔寨比較低的勞動力成本。下圖是從1997年
到2017年這段時間柬埔寨人工工資的變化情況。
目前柬埔寨一個普通的員工每個月的成本支出大概是每月

210美元，有一些員工的工資甚至可以達到500美元左右。
孟加拉國每月人工成本是67美元、斯里蘭卡67美元、印度
77美元至143美元、緬甸79美元、巴基斯坦134美元、老撾
110美元。也就是說當前的柬埔寨人工成本差不多是其他南
亞以及東南亞國家的兩倍左右。（見附表）

供應鏈不完善物流薄弱出口價格優勢存疑
目前柬埔寨工業製造業的基礎建設及配套設施比較薄弱，

很多基礎配套欠缺，比如當地水電設施。製衣行業所需要的
一些面料以及其他原材料大部分都沒法供應，所以目前很多
在柬埔寨設立的製衣廠，原材料都是從中國進口的。而從中
國到柬埔寨，把運費、關稅等各種費用計算在內，這個原材
料的成本甚至要比中國高不少，導致綜合成本居高不下。
（報導承蒙聯泰執行副總裁、本會常務副會長陳祖恒先生提
供資料）

香港紡織商會楊朱

「一帶一路」沿線系列——柬埔寨，關稅優惠前景未明？

柬埔寨最低工資及強制津貼（每月/美元）

日期

最低工資 強制津貼與花紅

試用 正式 交通住宿 醫療服務 勤工獎 生活津貼 超時伙食 工齡獎

1997 - 40 - - - - - -
2000 40 45 - - 5 - 0.25 2-5
2007 45 50 - - 5 - 0.25 2-5
2008 45 50 - - 5 6 0.25 2-5
2010 56 61 - - 5 - 0.25 2-5
2011 56 61 - - 7 - 0.5 2-11
2012 56 61 7 5 10 - 0.5 2-11
2013 75 80 7 5 10 - 0.5 2-11
2014 95 100 7 - 10 - 0.5 2-11
2015 123 128 7 - 10 - 0.5 2-11
2016 135 140 7 - 10 - 0.5 2-11
2017 148 153 7 - 10 - 0.5 2-11
2018 - 170 7 - 10 - 0.5 2-11

2019年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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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口金額 同比% 出口金額 同比% 出口金額 同比%

全球 563.20 -2.24 268.95 3.91 294.25 -7.27

亞洲 258.03 0.03 152.06 5.52 105.97 -6.92

東盟 84.83 5.1 66.46 10.66 18.37 -11.07

中東 40.08 10.13 20.41 16.15 19.66 4.51

非洲 41.29 6.69 26.69 11.82 14.60 -1.57

歐洲 111.38 -6.97 39.01 2.71 72.37 -11.46

歐盟 91.45 -6.79 32.41 2.39 59.04 -11.17

歐盟十五國 80.54 -4.87 26.47 2.36 54.07 -8.05

歐盟其他 10.91 -18.9 5.94 2.51 4.97 -35.11

拉丁美洲 37.00 -8.2 18.15 1.01 18.86 -15.61

南美洲 25.49 -12.9 11.48 -0.78 14.02 -20.82

北美洲 100.01 -3.86 29.08 -5.79 70.93 -3.05

大洋洲 15.49 0.39 3.97 -1.87 11.52 1.19

一帶一路國家 201.33 0.56 137.79 7.17 63.54 -11.3

美國 91.94 -4.35 26.34 -6.55 65.60 -3.43

日本 47.83 1.12 10.80 5.33 37.03 -0.05

越南 33.57 3.13 27.22 11.05 6.35 -21.02

香港 20.75 -24.3 10.94 -11.07 9.81 -35.08

德國 16.17 -3.09 5.34 1.91 10.84 -5.38

韓國 16.17 2.78 6.68 3.15 9.49 2.52

孟加拉國 16.10 1.21 15.76 1.44 0.35 無資料

俄羅斯聯邦 15.96 -10.52 4.37 2.95 11.59 -14.73

英國 13.25 -12.25 4.36 8.34 8.89 -19.74

澳大利亞 12.96 0.22 3.29 -1.74 9.67 0.91

菲律賓 11.94 0.46 7.36 4 4.58 -4.75

印度尼西亞 11.63 12.63 9.99 11.6 1.64 無資料

印度 9.20 2.6 7.67 4.94 1.52 無資料

巴西 9.03 -17.42 5.22 4.37 3.82 -35.76

意大利 8.98 -5 4.58 2.88 4.40 -12.01

資料來源：中國海關（香港紡織商會整理）

2019年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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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口額 同比% 佔比% 出口額 同比% 佔比% 出口額 同比% 佔比%

全國合計 563.20 -2.24 100 268.95 3.91 100 294.25 -7.27 100

浙江 154.14 3.29 27.37 94.54 7.52 35.15 59.60 -2.76 20.26

江蘇 100.88 1.17 17.91 51.57 5.31 19.17 49.31 -2.82 16.76

廣東 81.78 -12.32 14.52 27.58 -1.12 10.26 54.19 -17.11 18.42

山東 49.37 -1.13 8.77 23.55 -3.19 8.76 25.82 0.83 8.77

福建 45.03 -1.49 7.99 18.63 17.61 6.93 26.40 -11.63 8.97

上海 37.25 -3.37 6.61 16.49 3.25 6.13 20.76 -8.05 7.06
資料來源：中國海關（香港紡織商會整理）

政府即將就《逃犯條例》修訂提交立法會大會審
議。這議題在社會上引起廣泛的關注和爭議。筆者
必須明確指出，修例既是為了解決已經發生的台灣
殺人案，也是為了完善特區政府現有的法律體系，
是合情合理合法，我對此亦多次表明深表認同及堅
決支持。

工商界毋須擔心修例
一直以來，香港社會對這個議題有很多誤解。

為釋除大家的疑慮，特區政府積極與各界別保持
溝通、解說政策。事實上，只要大家抱著理性態
度和同情之心，必能理解《逃犯條例》如何運
作、其精神和必要性。以我們業界為例，早於四
月，香港紡織商會與香港紡織業聯會舉辦座談
會，邀請保安局局長李家超講解條例，反應十分
踴躍。經過李局長的詳細解說和耐心回答現場提
問後，業界人士紛紛表示對條例的修訂有更深的
認識，明白對一般正當商人的影響甚少。不少同
行對我說支持修例，因為任何人犯下嚴重罪行，
都要受到應得的法律制裁。
在廣泛聽取民意後，特區政府從善如流，先後調

整條例的修訂內容，包括剔除商界較關心的九項罪
類，又把移交門檻由早前建議可判處最高刑罰的三
年，提高至七年，且移交要求必須由提出當地的中
央機關提出。特區政府已充分聽取社會各界意見，
我們在情在理也應該支持修例，務實解決現行法例
的缺陷，讓公義得到伸張。

以一國思維處理修例
然而，反對派議員不斷拖延會議，挑起事端，意

圖利用外國勢力干預香港內部事務。筆者必須強
調，沒有「一國」，便沒有「兩制」；「一國」原
則，是我們的根，是討論任何議題的大前提，條例
的修訂屬於「一國」下的香港事務。在處理條例的
修訂和疑犯的移交問題上，特區政府必須以一國思
維處理今次爭議，不能容許反對派把香港送予外國
勢力作為遏制中國發展的棋子。

促請立法會通過修例
耐心聆聽、積極解說、主動釋疑，特區政府已經

做到以上三點。我呼籲香港社會堅守「一國兩
制」，以理性態度看待修例，並促請立法會盡快通
過，堵塞現行法例之漏洞，回到彰顯公義的初心。

陳亨利港區全國人大代表
香港紡織商會永遠榮譽會長

據中國海關統計，2019年1至3月內地紡織品服裝（下稱「紡衣」）出口持
續去年末下行趨勢，具體情況如下：
一、紡衣出口持續去年末下行趨勢
根據中國海關統計，2019第一季全國紡衣累計出口總額563.20億（美元，下
同），同比下跌2.24%。其中，紡織品累計出口總額268.95億，同比增長
3.91%；服裝累計出口總額294.25億元，同比大跌7.27%。
二、春節因素影響出口
今年1月份，紡服出口額250.6億，曾創下去年9月份以來的新高。受春節因

素加之「搶出口」影響，2月份紡服出口額慘遭腰斬，只有130.8億，創2017年
2月以來新低。3月份，紡服出口強勁，出口額達181.8億，扭轉了前2個月出口
兩位數下降的局面，一季度各月份出口處於劇烈波動狀態，但紡織服裝出口整
體仍呈現不錯的發展態勢。
三、市場仍依賴出口
目前內地的紡衣市場比較依賴出口，1-3月出口數字中，美國仍是內地第一大

紡衣出口國，佔比16.32%，另外日本8.49%、越南5.96%、香港3.68%。美國
對紡織服裝加徵關稅，將直接增加內地紡衣的出口成本，削弱相關產品的價格
競爭力。近年以越南為主的東南亞國家的紡織服裝行業發展迅速，未來將大概
率擠佔部分內地出口美國的紡織服裝市場份額，令產業鏈向東南亞等地轉移。
四、2019年展望出口結構調整
國家統計局資料顯示，內地紡織服裝行業的毛利潤從2012年年底的12.14%
降至2018年年底的10.16%。紡織服裝行業在人工成本、環保成本等持續上升的
大勢之下，毛利率呈現持續下跌狀態，2018年的毛利率降至近10年來的最低
點。年營收2000萬元的規模以上紡織業企業數量也從2011年3月的2.2萬餘家
降至2018年年底的1.9萬餘家，激烈的競爭加速了紡織企業「去小留大」以及
工廠外遷的趨勢。（詳見附表）

香港紡織商會蘇文華

近期，受中美經貿摩擦、英國脫歐等相關因素的影
響，中國紡織服裝出口面臨一定下行壓力。今年1至4
月，中國紡織服裝累計出口757.6億美元，同比下降
3.7%，其中紡織品出口366.7億美元，增長0.8%，服裝
出口390.9億美元，下降7.6%。
從一季度進出口情況分析，主要呈現以下特點：
一：出口商品結構調整較快，紡織品出口比重逼近服裝
今年一季度（下同），中國紡織品（包括紗線、面

料、製成品等）出口與服裝出口比重為48：52，服裝出
口金額僅比紡織品多了20多億美元。而2018年底紡織
品和服裝出口比重為43：57，僅一個季度的時間，紡織
品出口比重便增加了近5個百分點。
雖然這種變化趨勢的速度還有待進一步觀察，但近年
來，由於國內成本上升、國外關稅優惠等因素的影響，
紡織服裝業尤其是服裝業向海外轉移加速，引發中國服
裝出口連續四年下降，而周邊低成本服裝生產國由於產
業鏈不完整對中國紗線和面料的需求大增，帶動了中國
上游產品的出口連年增長，從而導致紡織服裝出口商品
結構發生較大調整。
二：對歐美港等傳統市場出口走低，對「一帶一路」沿

線國家出口保持平穩

中國紡織服裝對歐盟、美國和中國香港出口分別下降
6.8%、4.4%和24.3%，傳統市場中對日本、韓國、澳大
利亞、加拿大出口保持平穩，分別增長1.1%、2.8%、
0.2%和2%。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出口總體保持平
穩，微增0.6%。出口增長較快的市場有：東盟、中東
和非洲，分別增長5.1%、10.1%和6.7%。出口下降的
新興市場有：俄羅斯、中東歐和拉丁美洲，分別下降
10.5%、18.3%和8.2%。
三：受2000億美元商品加稅10%的影響，對美國涉稅

產品出口大幅下滑
中國對美國出口被加徵10%關稅的紡織服裝產品13.4

億美元，同比下降22.2%，其中出口額較大的商品有：
塑膠服裝，下降30.3%；工業用紡織品，下降29.6%；
無紡布，下降17.3%；地毯，下降27.3%；帽類，下降
8.1%；面料，下降11.9%；紗線，下降43.2%。這還只
是加徵10%關稅對出口的影響。預計6月1日稅率提高
到25%之後，相關產品的出口將受到更大衝擊。
四：中國產品、尤其是服裝產品佔國際市場份額加速減少
中國紡織服裝產品在美國、歐盟（1-2月）和日本市

場份額分別為31.3%、33.3%和54.5%，比上年同期分
別減少2.3、0.6和2.2個百分點，其中中國在美國服裝

進口市場份額為29.2%，首次低於30%。與此同時，一
季度美國自越南、印度、孟加拉進口紡織服裝分別增長
14.4%%、8.7%和15%，越南佔美國服裝市場份額達
14.7%，首次達到中國份額的一半。 1-2月，歐盟自孟
加拉、越南、緬甸進口紡織服裝分別增長5.4%、3.8%
和41.8%，孟加拉在歐盟服裝市場份額高達19.3%，步
步逼近中國30%左右的市場份額。一季度，日本自越
南、孟加拉、柬埔寨和緬甸進口紡織服裝分別增長
8.4%、17.9%、15.5%和21%，越南在日本服裝市場份
額也接近15%。
五：進口基本平穩，服裝進口保持較快增長
中國紡織服裝進口58.2億美元，同比微降1.4%，其
中紡織品進口下降7.2%，服裝進口增長10.6%。服裝佔
進口份額增長到36.5%，比五年前增加了13個百分點。
加工貿易進口下降14.9%，供國內市場消費的一般貿易
進口增長5.9%。加工貿易佔進口份額由五年前的42.5%
下降到目前的24.3%。這一方面說明中國上游產品設計
研發生產能力在不斷提升，減少了對進口原材料的依賴
程度，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中國龐大消費市場潛力不斷釋
放，對進口產品需求持續增長。
近來，中美經貿摩擦美國不斷升級。美國政府自2019

年5月10日起，對中國輸美2000億美元商品加徵的關
稅稅率由10%提高到25%，中國政府隨即宣布，自6月
1日起，對原產於美國的部分進口商品提高加徵關稅稅
率。5月13日，美國政府宣布啟動對約3000億美元的中
國輸美商品加徵25%關稅的程序。根據以往經驗，如美
方決定對3000億美元清單商品徵稅，則很有可能在今
年7月中下旬實施。此舉對下半年中美紡織服裝貿易的
影響也將逐步顯現。
據美國相關機構估算，對中國產品徵收25%的額外關

稅，將為美國每個四口之家帶來每年2300美元的額外
支出，僅服裝鞋類等就會帶來500美元的額外支出，並
將危及200萬個就業。因此，美國全國零售聯合會、美
國服裝鞋類協會、美國時尚產業協會、美國戶外產業協
會、美國體育健身產業協會及其代表的品牌商和零售商
等都紛紛反對特朗普政府的關稅行動。
同時，中美經貿摩擦帶來的不確定性已經在迫使美

國採購商對採購戰略和供應鏈佈局進行大幅調整，中
國企業也在通過市場多元化、全球佈局生產、智能製
造轉型升級、加大國內市場開發力度等舉措來進行積
極應對。

資料來源：中國紡織品進出口商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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貿易摩擦升級
2019年初內地紡衣出口結構調整

■5 月 7 日，聯泰控股財務總監
KORNBLUM Joerg（左）與柬埔寨
製衣廠商協會（GMAC）主席Van
Sou Leng會面。

■KORNBLUM Joerg（左）與柬埔
寨商務部長Sorasak Pan會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