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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之下中小企業生死時速
外省工人難復工 防範疫情成大考 上下游產業陷癱瘓

車駛入位於福建泉州的某開發區，道路兩旁
廠房林立，但空無一人，若非偶然有其他

車奔馳而過，讓人恍如時間停滯了。見到黃百
川，他戴着口罩，頭髮花白，胸前掛着一個神
秘設備。「朋友知道我大年初十要回內地特意
送的，日本產品，能在一米範圍內殺死病
菌。」他說。

僅90多人到崗
往年正月初七前後，黃百川就開始四處招
工，那是他每年過完春節最為重要的一件事。
黃百川的工廠生產包袋專供出口，在福建有四

個工廠。作為總部的工廠原有300多名員工，但
12日當天也僅90多人到崗。「今年都不敢招
工。」前腳剛走的當地官員告訴他，非重點疫
區的工人可以招，這讓他有點喜出望外。
有十來個未返鄉的外省工人，就在黃百川工

廠附近租住，為了防控疫情已被房東限制出
入，更不能到崗返工。「都被『關』在出租房
裡。他們村規定，若工人出去，出事了房東要
負責。」村裡每個路口都設卡，非當地居民不
得出入，「這個時候，哪怕是一個工人，對我
來講都很珍貴，何況有十來個，就在附近卻不
能返工，乾着急。」
黃百川的四個工廠有800餘工人，約七成都
來自江西、四川等地農村。他提出，不管花多
大代價都要千方百計讓工人到崗，但一些外地
員工的老家遭封城、封路，甚至存在比較普遍
的恐慌心理，導致黃百川今天的復工並不樂
觀：「工人出不來，出來了也進不了住的地
方。」
封村限制人員出入並不是個例。自疫情發生

後，河南、河北、江西、安徽、湖南、福建等
多個勞務輸出大省的地方村鎮就開始實行封
村，對外地回鄉人員勸返、對轄內居民限制出
行。

自救生產口罩
像黃百川這樣，內地有兩千多萬家小微企業

和六千萬的個體工商戶，佔據90%市場主體，
貢獻了全國80%的就業，70%的專利發明，
60%的GDP和50%的稅收。如何防範復工後可
能的疫情風險，成為這些老闆們始料未及的生

存大考。
在黃百川工廠車間內，消毒水的味道略微刺

鼻，工作台上稀鬆的到崗工人都戴着口罩。
「我回來第一個頭疼的事情就是口罩。買回來
的口罩貴，更擔心質量不過關。」3天前，雖然
還不能復工，但黃百川咬咬牙，購買了一套設
備，自己生產口罩，保障自己員工需要，「只
能自救。現在一天能生產3,000個，平均一個一
塊錢（人民幣，下同）。」
儘管黃百川的工廠一年產值約有1億，但純利

僅5%。還未恢復造血，又面臨新增開支，讓他
有些心慌。他說，待工廠正常運轉了，他會多
發一些補貼給工人，但前提是能跑贏這場「戰
疫」。如今，他擔心，因為復工不理想，對於
他這樣的出口型企業，將面臨交貨延誤及其帶
來的嚴重後果。

產業鏈幾近癱瘓邊源
黃百川的產品有70%出口美國，中美貿易戰
開打至今，銷美產量下降了四成。為此，他積
極培育歐洲市場。「雖然全世界都知道目前中
國的疫情，也給了我們適當延期。但延期到不
能延的時候，只剩兩個選擇：要麼接受比海運
昂貴非常多的空運，要麼接受客戶流失。」黃
百川說。
眼下，黃百川的原料儲備僅能維持一個月。
上游復工時間無望，而出口貿易也正在遭受不
公待遇，不僅航運班次削減，亦有嚴格管制。
「我考慮的不僅是我自己，我需要考慮我的上
下游能不能活下去。」他擔心，上下游若掉鏈
子，整個產業鏈每一環都將「休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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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廠經商幾十年，港人黃百川（化

名）在2020庚子年遇到了前所未有

的挑戰。2月12日，經過艱難的溝通

協調，他的工廠開始復工。新冠肺炎

疫情仍在繼續，雖然復工，但黃百川

與內地的中小企業主一樣，接下去的

路福禍未知，到底能不能跑贏這場

「戰疫」，他自己也不知道。

■香港文匯報記者
蔣煌基 福建報道

「當地政府要求我們簽疫情防控承諾
書，保證風險和責任自擔。」這份承諾
書要求「企業確保不出現疫情。」但黃
百川認為，這明顯是形式主義大於實際
效應。「官方此前說法是新冠病毒潛伏
期最長為14天，後來又有說是24天，甚
至40天。簽了這個承諾書，能承諾什
麼？會不會出現情況，誰能夠保證？專
家都說不準的問題，我們做企業的能有
什麼辦法？」
抱怨歸抱怨，黃百川仍然詳細按照要
求，每天整個廠區兩次消毒，工人全部
佩戴口罩。雖然2月11日國家發改委相
關負責人公開表態，將嚴格制止簡單

粗暴方式限制企業復工復產
的做法，但現實是，

村口的一條簡易繩索，就能將工人攔
住。

部分基層做法過猶不及
為了今日復工，黃百川着實耗費了

無數心力。而黃百川的員工中，有幾名
就在這次重點疫區。
「整個春節他們都沒有回老家。」

但基層工作人員根本不聽他的解釋，擔
心這些員工在此期間是否有與老家親戚
朋友有密切往來，索性不讓黃百川整個
工廠復工。黃百川認為，往好的角度思
考，基層小心謹慎是好的，但做事是否
科學值得商榷，甚至可能根源在於怕擔
責。
「拋開這次疫情，這些年我們可以

明顯感受到中央的開明，但如何讓中央
的精神貫徹落實到地方，這個過程中有
的人怕事乾脆什麼都不做，有的人則有
了借口而把要求層層加碼，過猶不及，
讓我們做企業的很痛苦。」黃百川說。

近些年，內地企業轉移東南亞的新聞，頻頻見諸
報端。一直飽受招工難困擾的黃百川卻認為，對中
小企業而言，轉移東南亞並非像「樹挪死人挪活」
一句話那麼簡單，尤其想在這次疫情中轉移東南亞
實現斷尾求生，更是難上加難。
黃百川分析，中國之所以能成為世界工廠，一方

面是國家這些年科技的進步和成熟產業工人，支撐
了穩定的產品質量。另一方面因為中國物流發達，
能夠為出口型企業提供足夠的準時交貨保障。反觀
東南亞，物流業相對欠發達，出口型企業若不能準
時交貨，將面臨違約甚至破產風險。
「東南亞的物流太難了。我們的包袋生產比較繁

瑣，生產環節比較多，涉及的原料也多。哪怕我們
的工廠就在東南沿海的福建，都出現過等原料生產
的情況，如果貿然轉移東南亞，只能是找死。」黃
說，這些年就有一些身邊同行轉移到東南亞，最
終全部折戟，「他們為了支撐東南亞的發
展，投入了大量的資金和精力，導致內地的
生產萎縮甚至荒廢，而東南亞的發展又受到
了太大限制。」
如果失敗了就回不來了，等於一切都要重新

開始，這對企業來說風險太大了，他說。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何花 深
圳報道）對於港資企業，除了嚴
格的報備審批之外，還有香港員
工無法過境深圳，兩地團隊無法
銜接的難題。 香港鈞濠集團
（HK0115） 控股股東、深圳
708090創客匯創始人曾義告訴香
港文匯報記者，自己管理的兩間
公司都已經向深圳政府部門提出
了復工申請，目前正在等待批
覆。
他說，目前公司香港籍和湖北

籍的員工都無法正常工作。香港
籍的員工是因為特區政府規定入
境深圳之後再回香港需要隔離14
天，而湖北籍員工則因為封城和
深圳對於疫區人員的隔離規定，
必須要強制隔離。

中小港企盼政策紅包
諸多港企都同樣面臨人員無法

到崗的情況。港人吳舒景所在深
圳的創業公司搜飾盒成立不到一
年，目前業務跨香港、深圳、廣
州和茂名等多地，他表示，復工
最大的障礙是特區政府的隔離政
策完全阻隔了兩邊的人流，深圳
開工後，香港的同事無法過去。

「深圳市政府對於企業有一些政
策紅包，比如減租和減稅，但這些
大部分還是國營的物業可以享有。
許多中小企業其實難以享受到。」
採訪中，吳舒景提及盼望深圳政府
的政策紅利能夠更多惠及中小企業。
「畢竟，中小企業的現金流更緊張，
抗風險能力更差。」

專家：深行政指引發揮作用
公共管理專業教授、原深圳大

學管理學院創院副院長馬敬仁表
示，在疫情防控中，深圳及時有
效地使用行政指導的方法也發揮
了重要作用。他介紹，在日本、
香港，行政指導都是一種比較流
行的做法。疫情發生以來，深圳
根據疫情的變化，及時發佈各種
公告和指引，包括如何防疫，如
何居家隔離，企業如何復工等，
體現了政府的服務意識，也對市
民防疫有很好的指引作用。
馬敬仁還表示，深圳的社會組

織力量在全國名列前茅，防控疫
情發揮了重要作用，深圳的社區
管理者中，也有許多社會組織參
與其中，讓活動能夠很快落實，
這些都是深圳的優勢所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昌鴻深
圳報道）受新冠肺炎的影響，港
府自2月8日開始實行，返港港人
和內地客等入境均需隔離14天，
對此，許多港人和港企表示理
解。不過，受疫情的影響，一些
居住在深圳港企老闆和高管等紛
紛期盼此次疫情能夠早日結束，
有港商感嘆無法回港看病和辦理
銀行業務等。
深圳港企、東捷運通集團董事

長黃鵬表示，他們從事國際航空
快遞業務，將大灣區貨物運送到
香港機場出口歐洲和東南亞等
地。現時他想到香港銀行辦理業
務，因為銀行要求本人親自去簽
名和蓋印，才可以處理一些款項
安排和金融服務，因礙於14天隔
離，他只得放棄，公司業務不免
受到影響。他表示，自己腸胃不
舒服，想到香港就診或覆診均難
以實現，但他畢竟數十年來都使
用香港醫療服務，既是習慣也是
一種信賴。此外，他父母分別已
有八十歲和七十歲，均需要他照
顧，他想回香港探訪卻不能遂
願。一些在香港舉行的重要會議
他也沒辦法參加。他期盼此次疫
情能夠早日結束，以讓其公司業
務能夠正常進行，可以返港看病

和看望父母。
從事塑膠生產的港商何廣健表

示，他媽媽和多位哥哥都在香
港，許多朋友也在香港，他想回
港看望他們，但是卻擔憂14天隔
離，只得等疫情結束。前海香港
事務首席聯絡官洪為民表示，他
現在只能視頻和微信與前海同事
聯繫，只有等到疫情結束後才能
回前海，與同事進行工作交流和
新任務的安排。
港企中港通高管楊先生表示，

疫情對他們跨境客流業務影響巨
大，香港14天隔離政策實施後，
他們基本都沒有客流，公司上百
輛跨境巴士只得停運，但所有員
工薪水仍要照常支付。他同樣期
盼疫情能夠早點結束，公司免得
遭受巨大的影響和衝擊。

港企：深港團隊難銜接
復工困難重重

跨境業務停滯深港商心急如焚

防控承諾書流於形式 轉移東南亞難上加難

■黃百川為了自救，購買口罩生產設備，生產口罩自用
以滿足復工需求。圖為其口罩生產現場。 受訪者供圖

■■道路兩旁廠房林立道路兩旁廠房林立，，若非有其他車若非有其他車，，都讓人恍如時間停滯了都讓人恍如時間停滯了。。香港文匯報記者蔣煌基香港文匯報記者蔣煌基 攝攝

■■哪怕已經復工哪怕已經復工，，接下去的路依然困難接下去的路依然困難
重重重重，，黃百川黃百川（（右右））擔心自己與上下游擔心自己與上下游
企業能否一起跑贏企業能否一起跑贏「「戰疫戰疫」，」，還是共同還是共同
「「休克休克」。」。 香港文匯報記者蔣煌基香港文匯報記者蔣煌基 攝攝

■黃鵬表示，他期盼疫情能夠早
日結束，感嘆自己無法回港看病
和辦理銀行業務等。

香港文匯報記者李昌鴻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