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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莉 杭州
報道）「據我了解，在義烏，我們這個

行業可能就剩我們一家沒有轉產去生產口罩
了。」樓仲平說，「並不是說轉產口罩不好，在

疫情下如果可以追隨風口，把握住口罩行業的紅利
期，本身並不存在大問題。但我們奉行長期主義，轉產
風口產業並不擅長，所以我們還是選擇專注主業，不去
做口罩。」
他坦言，其實當大家都上馬口罩生產項目的時候也曾

經考慮過，甚至到2月底的時候還在考慮。因為企業本
身有現成的無塵車間，這是口罩生產必備的車間，也有
不少人主動上門找他合作，但考慮再三，最終還是決定
堅決不踩風口，不做口罩。
「我認為企業不能只關注暫時性的勝利，也不能只滿
足於階段性的勝利，要想企業獲得持續的增長與發展，
唯有堅持長期主義才能持續勝利。決定企業生產發展的
是長期主義，而非機會主義，相信更多趨向短期、風
口、機會主義的企業可能會面臨極大考驗。」他表示，
「也有人說，這場危機會對中國製造業造成極大影響，
對此我並不認同，再好的外部環境也有不好的企業，再
不好的環境中也有好的企業。打鐵還需自身硬，企業只
有修煉好內功，居安思危，向死而生，才能更好地生存
下去。」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為穩定和擴大汽車消費，國家發展改革委
等11個部門近日印發通知，提出調整國六排放標準實施有關要求、完善新能源

汽車購置相關財稅支持政策、加快淘汰報廢老舊柴油貨車、暢通二手車流通交易、用
好汽車消費金融等五方面措施。
根據《關於穩定和擴大汽車消費若干措施的通知》，輕型汽車（總質量不超過3.5噸）國

六排放標準顆粒物數量限值生產過渡期截止時間，由2020年7月1日前調整為2021年1月1日
前；2020年7月1日前生產、進口的國五排放標準輕型汽車，2021年1月1日前允許在目前尚未實
施國六排放標準的地區銷售和註冊登記。未經批准，各地不得提前實施國家確定的汽車排放標準。

加快新能源汽車應用 延長免徵購置稅
通知明確，將新能源汽車購置補貼政策延續至2022年底，並平緩2020年至2022年補貼退坡力度和
節奏，加快補貼資金清算速度。加快推動新能源汽車在城市公共交通等領域推廣應用。將新能源汽車
免徵車輛購置稅的優惠政策延續至2022年底。
通知指出，支持京津冀及周邊地區、汾渭平原等重點地區提前淘汰國三及以下排放標準的營運柴
油貨車，中央財政統籌車輛購置稅等現有資金渠道，通過「以獎代補」方式，支持引導重點地區完
成淘汰100萬輛的目標任務。有關重點地區要盡快研究出台淘汰報廢老舊柴油貨車經濟補償措
施。
通知提出，優化車輛交易登記等制度，落實全面取消二手車限遷政策，擴大二手車出口業
務，修訂出台《二手車流通管理辦法》，發揮汽車維修電子檔案系統作用，支撐二手車
交易，加快二手車流通，帶動新車消費。加強二手車行業管理，規範二手車經銷企
業行為，自2020年5月1日至2023年底，對二手車經銷企業銷售舊車，減按銷
售額的0.5%徵收增值稅。

通知強調，鼓勵金融機構積極開展汽車消費信貸等金融業務，
通過適當下調首付比例和貸款利率、延長還款期限等方

式，加大對汽車個人消費信貸支持力度，持
續釋放汽車消費潛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北京報道）全球疫情擴散
拖累中國經濟復甦的腳步，國家統計局發佈數據顯示，
經過3月份「V」型反彈後，中國製造業採購經理指數
（PMI）在4月小幅回落1.2個百分點至50.8%；其中，
新出口訂單指數大幅下降至33.5%，海外疫情蔓延對中
國經濟的二次衝擊開始逐漸顯現。
數據顯示，當前需求恢復弱於生產。在調查的21個行
業中，紡織、紡織服裝服飾、化學原料製品等15個行業
新訂單指數低於生產指數，行業需求復甦滯後於生產。
反映訂單不足的企業佔比高達57.7%，部分企業反映市
場需求疲軟，產品銷售面臨困難，訂單回補尚需時日。

部分製造業出口訂單被取消
國家統計局還稱，國外疫情加速擴散，全球經濟活動

劇烈收縮，外貿面臨較大挑戰。新出口訂單指數和進口
指數分別為33.5%和43.9%，比3月下降12.9和4.5個百
分點。部分製造業企業反映新簽訂的出口訂單銳減，甚
至已開工生產的訂單被取消。
此外，從行業看，高科技、新動能、日用消費品、建
築業等行業保持快速回升。數據顯示，裝備製造業、高
科技產業PMI已回升至54%左右的高位；郵政業的商務
活動指數保持在54%以上，新訂單指數接近60%，表明
在線上消費持續活躍，電信服務業和互聯網及軟件相關
服務業商務活動指數也較3月明顯回升；消費品行業PMI
升至52.9%，餐飲業和建築業商務活動指數升至60%左
右，顯示日常消費和投資活動均加速。不過，住宿業、
旅遊及文體娛樂相關行業需求恢復仍然緩慢。

出口下行壓力明顯加大
同一日公佈的4月財新中國製造業採購經理人指數
（PMI）則重新降至榮枯線以下，較3月回落0.7個百分
點至49.4%。其中，新出口訂單指數亦大幅下挫，降至

比今年2月更低的水平，體現海外疫情爆發導致外需急劇
收縮。
財新智庫莫尼塔研究董事長、首席經濟學家鍾正生表

示，4月儘管國內復工復產繼續推進，但出口訂單出現猛
烈下滑，嚴重制約了中國經濟的進一步修復。在二次衝
擊下，企業家信心、就業、工業原材料的庫存問題都更
加突出。4月17日中央政治局會議提出「六保」，對中
小企業、居民收入等薄弱環節的救濟尤為必要，一攬
子宏觀政策亟待落地。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宏觀部研究員張立群指出，

PMI回落但仍處榮枯線上，表明經濟仍處恢復態
勢，但速率明顯放緩，疫情對世界經濟和國際貿易
衝擊的影響開始顯現，中國出口下行壓力明顯加
大。
張立群認為，如何在疫情防控常態化背景下，

徹底打通堵點、斷點、難點，使企業特別是中小
微企業全面恢復正常生產經營，使經濟進入持續
回升向好通道，是當前最緊迫任務。

二度降價吸引內客

「以前我們的產品主要以外貿為主，
65%左右的產品出口歐盟、日本等

國家和地區。但隨着國際疫情的蔓延，3月
初海外訂單就開始下降，到3月底歐盟的
訂單基本就沒有了。」樓仲平說，「這是
我們沒有意料到的，2月10日我們就開始
復工復產，每個到崗員工補貼2,000元（人
民幣，下同），沒想到花了大代價恢復了
產能，卻沒了訂單。」
面對外貿訂單急速下滑的狀態，3月開
始，雙童積極轉戰內貿市場，「不打價格
戰」的原則也被放棄，產品連續降價二

次。「我們的產品歷來重品質、重創新，
以前一些國內的客戶嫌我們的產品價格
高，但面對這場危機，『活下去』是首要
任務，所以我們主動放下身段，積極提高
產品性價比，推動業務員與國內客戶保持
密切聯繫和溝通。同時，我們的業務人員
也真誠地將目前企業遇到的困難，以及我
們將繼續堅定主業的信心告訴客戶，拉近
與客戶的距離。目前來看，成效不錯，4月
產能已逐漸達到並高於去年同期水平。」
他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其實在近期

與國內客戶的接觸中發現，隨着國內消費
市場的不斷升級，高品質吸管的國內市場
潛力巨大，以前是我們一直疏忽了，接下

去我們要加大對中國市場的開發力度。即
使沒有疫情，現在的國際貿易市場也瞬息
萬變，向內貿的轉變將有利於我們未來應
對國際貿易格局的變化，抗風險能力會更
強。」

加薪30%招攬人才
疫情危機下，降薪裁員潮湧現。而在此

期間，「雙童」不僅承諾不減薪、不裁
員，還發佈了一份一線管理崗加薪30%的
通知。「很多企業迫於生存壓力都在降薪
裁員，這讓大量的優秀人才處於流動中，
正是招攬人才的大好時機。我們通過加薪
的方式可以增加企業吸引力，引入人才，
提升人力資源的優化。」
樓仲平算過一筆賬，「社會在發展，消

費也在提升，員工對於收入提升的需求本
身也在增長，與其被動等員工提出，不如
企業主動加薪，這樣獲得的效果更好，也
能獲得更多優秀人才。我們計算過加薪成
本，每年大約多支出100萬元左右，但花
費100萬元與提高20%的效率相比，激發
的效益遠遠超過支出。」

多部門推五措擴大汽車消費

外需拖累經濟復甦 四月製造業PMI回落

降價轉內銷降價轉內銷
加薪攬人才加薪攬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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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去年才完成一個億的新廠房建

設，生物質可降解膜袋新生產線也即將投

產，所以說這場疫情對「雙童」而言確實來

得很不是時候。」吸管行業「隱形冠軍」企業、

義烏雙童日用品有限公司董事長樓仲平說，「不過

我相信每一次危機都是一次測試，都隱藏着機會。有句俗

話叫『晴天修傘，雨天補鞋』，疫情帶來的危機不僅是一個

洗牌的過程，同時也是團隊和組織形態進行更好迭代和優化

的好時機。所以，在疫情下我們專注做了兩件事情，一是走

近客戶，二是選將養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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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記者 王莉 杭州報道

■經過3月份「V」型反彈後，中國製造業採
購經理指數（PMI）在4月小幅回落1.2個百
分點至50.8%。圖為在福建莆田一家出口鞋
企生產車間。 新華社

■「雙童」車
間內已恢復正常生

產。 受訪者供圖

■「吸管大王」樓仲平疫情
下堅守主業不追風口。

受訪者供圖

■如何有效開拓內貿市場成
企業當下銷售重心。

受訪者供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