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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疫情爆發，外貿企業和相

關行業無可避免遭受「次生災

害」。無論是外銷佔比過半的傳

統製造業，還是高度依賴廣交會

開拓市場的外貿服務業，都要以

自己的方式經受這場洗禮。「這

次 疫 情 像 是 一 場 『 無 差 別 攻

擊』，並不會因為你的產品優

秀、種類多樣就能倖免。」台商

王裕聰建議大家把接到的訂單分

享給有困難的企業共同生產，共

渡難關。

疫情下之外貿寒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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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商：分享訂單 共渡難關
疫情無差別攻擊 內企外企無可避

■香港文匯報記者
帥誠 廣州報道

商 務
部 日 前
宣 佈 第

127屆廣交會（春交會）將延期舉
辦。對此，非洲商貿平台聯合創始
人港青陳樂基感受頗深。作為一家
以諮詢服務和活動策劃為主要業務
的外貿服務型企業，陳樂基把辦公
室設在廣州三元里的非洲商人聚居
區，而非洲商貿平台一直是歷屆廣
交會對接非洲客商的重要招商合作
夥伴。

廣交會營收佔公司七成
「去年10月的第126屆廣交會，我

們與『一帶一路』發展聯會合作，承
辦了廣交會中非商務及法律交流會，
邀請了來自坦桑尼亞、尼日利亞、喀
麥隆等非洲國家的商界代表近百
人。」在陳樂基看來，抓住「一帶一
路」機遇，是公司能在短短兩年內在
廣州站穩腳跟的關鍵因素之一。
陳樂基估算，往年在廣交會上參

與活動的營收佔公司年均營收的七
成左右。然而根據目前全球疫情的
發展，非洲商貿平台上半年所有的
線下業務基本都會處於停擺狀態，
「我們已經做了最壞打算，即使第
127屆廣交會在6月前恢復舉辦，
出於安全考慮公司暫時也不會參與

線下招商合作。」
好在非洲商貿平台在三元里的辦

公室租金並不貴，「沒有活動需要
策劃，也就沒有活動場地和材料佈
置費用的開銷。」即使短期內沒有
生存危機，陳樂基說公司也在不斷
尋求新出路。

網紅經濟融合非洲電商
疫情期間，宅在家裡的人多了，抖

音、快手這類直播軟件人氣更旺，陳
樂基也從中看到了商機。早在春節
前，非洲商貿平台就物色了一批就讀
於廣州高校的非洲留學生，與阿里巴
巴國際平台和非洲當地電商平台合
作，「我們對接的國內客戶中，有不
少從事化妝品、洗浴用品出口行
業。」要讓非洲民眾接受亞洲產品，

把非洲當地人打造成網紅、再進行
「直播帶貨」，顯然是最符合互聯網
時代消費習慣的營銷模式。
「無論主播人在內地還是非洲，

只要有網絡就能進行直播，只要物
流不停擺，消費者就能購物。」陳
樂基樂觀地表示，將直播營銷與商
貿服務融合，能夠最大程度減輕疫
情帶來的衝擊。
「隨中美農產品進出口遇冷，

我國開始把目光投向非洲。」陳樂
基透露，去年公司參與了中國農博
會非洲展區雙向對接活動的承辦，
成功幫海外客戶對接了速凍食品和
糧油製品的訂單交易。「疫情對整
個外貿服務市場來說可能是一輪重
新洗牌，我們會在扛住壓力的同時
抓住機會。」他說。

港商「直播帶貨」對接非洲

每天晚飯後一小時，年逾六旬的
王裕聰都會繞東莞石碣鎮的

工廠區慢跑一圈，作為台資工廠豪
力粘劑有限公司的董事長，經歷過
傳統製造業的風風雨雨，他始終認
為，保持健康的體魄是最重要的。
與往常有些不太一樣的是，最近揮
灑汗水的有氧運動並不能讓他感到
心情放鬆。
因新冠肺炎在全球爆發，外貿訂單
銳減，今年2月以來，豪力粘劑廠就
不再進行加班生產，相比之下，隔壁
以生產IT產品配件為主的東聚電子
廠，即使是天黑之後，仍在加班加點
的趕製訂單。每天跑步途經燈火通明
的「鄰居家」，再回到冷冷清清的自
家廠區，難免心裡有些落差。

優勝劣汰VS無一倖免
1989年，王裕聰在東莞註冊成立了
第一家鞋廠，成為享受大陸改革開放
紅利的第一批台商。「當時地租便
宜，人工也不貴，每次我們發佈招聘
公告，都會有幾百人在門口排隊應
聘。」回憶起那個勞動密集型產業發
展的黃金時代，王裕聰如數家珍。在
東莞賺到第一桶金後，王裕聰決定擴
大投資，1996年，他在石碣鎮買下
35畝工廠用地，建成今天的豪力粘劑
廠，專門生產自主研發的鞋用粘合
劑，既給自己的鞋廠供貨，也為國內
外的客戶作供應。

2008年全球金融風暴，傳統製造
業也在所難免受到波及，東莞第一
次出現企業「倒閉潮」，正是在這
次衝擊中，王裕聰關掉了鞋廠，好
在鞋用粘合劑的客戶市場依然穩
健，豪力粘劑廠一直維持到今天，
一開就是24年。
「如果把這次疫情的影響和2008

年金融危機作比較，2008年的工廠
『倒閉潮』更像是一次優勝劣汰的
洗牌，那些產品質量不過關、自主
創新能力不足的廠商才會被淘汰，
而這次疫情則像是一場『無差別攻
擊』，大多數製造業都面臨停工停
產和斷崖式的訂單縮減，並不會因
為你的產品優秀、種類多樣就能倖
免。」王裕聰坦言，自己三十餘年
的從商生涯中還是第一次經歷這樣
前途未卜的境況。

訂單較淡季縮減五成
按照約定，每個月的25號，是豪

力粘劑廠交付客戶訂單和結算貨款的
日子，而26號，新舊客戶會根據需
求繼續預定下個月的訂單。換言之，
每個月26號一過，下個月的訂單量
大概有多少，王裕聰就心裡有數了。
「今天就快過完了，我們接到的訂單
比預想的還要少。」3月26日傍晚，
王裕聰無奈地告訴記者，雖然往年的
一季度都是成交淡季，但今年一季度
的粘合劑訂單量還是在正常淡季交易

量的基礎上縮減了五成。
外貿訂單的減少，在東南亞市場表

現得尤為明顯，「我們發給越南客戶
的集裝箱貨櫃，因為當地對疫情的過
度恐慌，導致貨櫃碼頭停工，產品送
到了當地，客戶也無法領取。」除此
之外，泰國也延長了4月份潑水節假
期，泰國客戶的訂單需求亦被暫時擱
置。
「為了按時交付訂單，在確保防護

物資到位的前提下，我們2月中旬就
開始恢復生產，工廠的水電費和員工
工資開銷維持不變，但外貿訂單一直
在減少。」這對外銷佔比達六成的豪

力粘劑廠來說顯然是雪上加霜。

籲廠商互助共享訂單
王裕聰還是東莞石碣鎮的台商協會

會長，職責所在，工作之餘，他也為
當地台商提出了一些建議。「石碣鎮
按照當地招商規劃，引進了不少電子
元件廠商，我們台商中也有不少屬於
這一產業。關鍵時期，我鼓勵大家把
接到的大單急單，分享給有困難的企
業共同生產，共渡難關。」另外他也
建議，當地政府能夠在消防、環保、
安監等方面暫時放寬標準，助力企業
共度時艱。

展會延期礙企業拓海外

值得慶幸的是，
隨內地疫情漸趨
穩定，各行業不斷

復產復工，粘合劑內銷客戶的訂單需求也在逐
漸回升。王裕聰介紹，公司在山東的一家大客
戶，是專做工廠用鞋的鞋廠，這類鞋消耗快，
需求量大，即使在疫情期間，訂單量也能夠保
持穩定。
往年，豪力粘劑廠的年銷售額約有5億元人民

幣，王裕聰保守估計，今年全年銷售額能達到去
年的一半，已是樂觀結果。
並非所有國內客戶都能維持訂單，「我們一直

和以純的上游鞋廠有長期合作，但疫情期間，因
為以純線下門店都無法開門，鞋廠沒有訂單，都
臨時轉做口罩生產，這間接減少了粘合劑的用量
需求。」王裕聰表示，製造業產業鏈的每一環都
缺一不可。
談及如何應對當前困境，王裕聰無奈地說，為

了保證資金鏈的正常運轉，從二季度開始，新客
戶訂單都將以現金結算的方式進行，「雖然知道
這樣會損失一些客戶，但這也是斷臂求生的無奈
之舉。」

每周停工三天減消耗
此外，因為工廠暫時已無加班趕工的需求，即

使正常上班時間也會存在機器空置運轉的情況，
因此王裕聰決定，4月份將實行每周停工3到4天
的運作方式，以節省水電消耗。即使如此，他仍
然明確表示不會考慮裁員，「現在留在廠裡的大
多是工齡超過20年的老員工，他們的堅持給了
我信心，在困難時期我也不會拋棄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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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疫情爆發，無論是傳統製造業，還是外貿
服務業，都紛紛經歷這場洗禮。 記者帥誠攝

◀王裕聰坦言，自己三十餘
年的從商生涯中還是第一次
經歷這樣前途未卜的境況。

記者帥誠攝

■王裕聰表示今年2月起，工廠就已經不再進行加班生產。圖為豪力粘劑有
限公司廠區。 記者帥誠 攝

■陳樂基稱
即使短期內
沒有生存危
機，公司也
在不斷尋求
新出路。
記者帥誠 攝

■圖為廣交會展館。 資料圖片

■廣交會是眾多中小企業展示形象、獲取訂單的重要平台，
但第127屆廣交會因為全球疫情爆發面臨延期。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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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6日，商務部商務部外貿司二級巡
視員劉長於在網上發佈會上確認，第127屆
廣交會將延期舉辦。疫情當前，廣交會延
期是意料之中，但對於一眾做進出口貿易
的中小企來說，無奈之中又增加了失落。
事實上，除了廣交會，東莞加博會等以外
貿進出口為主的大型展會也紛紛延遲舉
辦。

近年來，展會逐漸成為企業拓展市場的
重要渠道，尤其是處於發展期的中小企業，大多
通過展會平台快速展示形象、輸出品牌、結識客
戶、獲取訂單。而廣交會正如劉長於所言，是中
國對外貿易和對外開放的重要平台，是中國外貿
的「晴雨表」和「風向標」，萬商雲集，萬眾矚

目。如今眾多展會延遲或取消，不僅給會展業本
身按下「暫停鍵」，也給那些以展會渠道獲取訂
單的企業帶來了全新挑戰。

據中國會展經濟研究會發佈的《會展業應對新
冠疫情調研報告》顯示，2至4月受疫情影響的境
內展會近 3,500 場，涉及展出面積 5,000 萬平方
米，產值2,000億元人民幣以上。

「疫情不僅對廣東和全國會展行業造成短期衝
擊，長遠來看也會改變世界產業分工。」商務部
原副部長魏建國認為，廣東會展業在應對疫情帶
來的衝擊時，應注意更加迫切的全球化需求和產
業鏈配置的改變，「過去專門從事加工貿易的國
家地區，今後可能發展出加工和一般貿易的多元
化模式。」 ■香港文匯報記者 帥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