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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地工業鏈仍然斷開

新型肺炎自2019年底爆發，已持續近半
年。本港經濟三頭馬車（出口、消費

和投資）全面「死火」，其中出口方面，因
歐美為抗疫情而實施封鎖禁令，令部分港商
被當地客戶削減訂單或暫緩訂單，尤其非必
要消費品、成衣及奢侈品等情況較嚴重。有
同業被美國客戶暫停訂單，亦有出口歐洲的
手袋製造商遭削單，另一同業反映，原本接
了的訂單也被客戶要求暫緩出貨。部分產品
較為有必要性的，同業受影響情況雖然沒前
述那麼嚴重，只需要停工若干星期，但未有
因此削單。
「公司海外訂單於4月出現下跌，主要來
自歐美零售客戶，目前需轉型為網上銷售，
例如將宣傳影片放上網供海外客戶落單。」
疫情下，業界紛紛謀求轉型自保。
受新冠病毒疫情衝擊，本港經濟活動陷入
停頓，而內地和香港兩地因為通關隔離規定
十四天而令業務裹足不前。
「香港目前好像美國一樣，工業鏈完全斷
開，只有內地有！例如超聲波工程師，香港
連一台超聲波衣車都沒有！持續下去，對港
商在廣東省影響非常深遠，更可能做成大量
中小企倒閉。」
對於轉型香港口罩廠的同業，因為內地工

程師來不了香港而一籌莫展，「香港政府本
來希望口罩在港生產！現在可能開工不正
常，錯失機會！」有同業如此反映。
「雖然內地海關說只需要過關時做核酸測

試並提出健康證明，但我們都不知道應該找
什麼機構做。」因此，業界都希望內地政府
部門能盡快讓粵港澳三地互相免除十四天的
隔離要求。

本會四出奔走反映
在疫情下，本會會長朱立夫博士會同港區

全國人大代表、本會永遠榮譽會長陳亨利與
紡織及製衣界立法會議員鍾國斌，四出向有
關方面反映目前業界面對情況；先後向港府
官員尋求幫助業界外，亦與中聯辦經濟部貿
易處會面。鍾國斌指出，疫情對業界影響比
2003年沙士更大，有業界代表已經幾個月
無法收取款項。他估計業界整體遭拖欠26
億元（港幣，下同）資金，平均每間公司被
拖欠4000萬元。
而本會永遠榮譽會長陳亨利亦走訪外國機

關，反映情況，希望利用國際輿論為會員尋
求辦法。他近日與各地政府官員及業界人士
合作製作短片《United We Stand》，呼籲
客戶不要取消已下單的訂購，避免令眾多工
人及其家庭頓失收入，影響生計（詳見本報
第四版）。

隨着內地商貿活動逐漸恢復，政府應設法
讓企業有喘息空間，捱過此困難時期，保持
資金流是一大重點。其中，會長朱立夫博士
建議進一步簡化「發展品牌、升級轉型及拓
展內銷市場的專項基金」（BUD專項基
金）的申請程序。有同業反映：「申請到
BUD專項基金成功率不高的原因在於門檻
比較高，例如部分公司因為沒有業務紀錄，
批核方不接受，也無法批核。」
同業們希望政府可以急業界所急，盡快

回應業界的訴求，靈活處理。甚至將BUD
專項基金涵蓋的項目範圍擴寬至經濟成熟
地區例如香港等，以幫助業界重整旗鼓，
再拓生意。

轉型口罩生產為目前一大出路
製衣訂單受影響下，有不少同業都轉產口

罩，致力開源。例如溢達集團旗下部分工廠
轉產口罩。由於可水洗重用30次、防水抗
菌率超90%的特性，故熱銷國內外，日產

80萬隻。本會會員中大集團實業亦在香港
開設高科技口罩廠，採用納米PTFE 無紡布
技術，並且代理各種可生產口罩的針織機。
「目前機器已經安裝了，有些流程還在調試

測試中。但是要量產仍然需要考慮很多問題，
例如成本、原材料供應、合格測式、小量生產
測試結果等。目前熔噴布供應面非常嚴峻，但
服裝廠目前是需要審時度勢，轉型方可以生
存。」中大主席、會長朱立夫博士說。
日前，美國總統特朗普因應全國人大有關

港區維護國家安全法的決定，將取消給予香
港的特別待遇。但業界一致表示影響不大，
堅定支持制定國安法，維護「一國兩制」行
穩致遠。
「中美貿易戰對大型紡企影響最大，大部

分可以出走東南亞的工廠一早已經搬出，香
港目前只有中小紡企，實際影響不大。」目
前措施對未來經濟暫時未有大影響，但擔心
美國下一步會在金融市場有所動作，仍須進
一步觀望。 香港紡織商會基斯

為了讓企業有喘息空間，捱過困難時期，保持資金流是一
大重點。日前本會會長朱立夫撰文呼籲政府推出「還息不還
本」計劃得到回應，金管局今年4月宣布推出「預先批核還
息不還本」予合資格企業，而按證公司也提供「百分百擔保
特惠貸款」，以支持企業渡過難關。朱立夫建議，金管局短
期放寬香港銀行的資本充足率，令銀行可安心放出貸款，他
續指，即時紓困措施上，建議所有香港公司可延遲繳納
2018/19年度的所得稅稅款，為期一年，以及暫停僱主及僱
員的強積金供款3至6個月。
事實上，現時幾乎所有客戶都要求延遲支付貨款，導致賒

賬期拖長，累積應收賬款總額增加。朱立夫同時建議，從以
下幾方面入手，包括加大香港出口信用保險局對投保企業的
承保額上限，並透過信保局為應收賬款融資作出擔保或承
保，盡量放寬對買家的信用風險評估要求；同時考慮引入中
國出口信用保險公司，設立分支機構發展業務。
金管局透露，截至5月15日，綜合銀行就「預先批核還息

不還本」計劃及其他支援企業客戶措施提供的統計資料，銀
行已經批出超過2.4萬宗「還息不還本」及其他延期還款個
案，涉及金額超過2570億元。今年首4個月，八成及九成信
貸擔保產品批出逾1600宗申請，按年升102%，涉資逾47億
元。此外，截至5月22日，按證公司收到逾3600宗「百分百
擔保特惠貸款」申請，涉及超過75億元，其中批出3300宗申
請，涉資68億元，如果文件齊備，按證能於3個工作天內批
出申請，約六成更於即日批出。
合資格企業須在2019年底前已最少營運3個月，並自今年2
月份起，任何一個月的營業額較去年任何一個季度的平均每
月營業額下跌3成或以上。年利率為最優惠利率減2.5%（即
現時實際利率2.75%），擔保費全免。每宗申請的最高貸款
額為有關企業的6個月僱員薪金及租金的總和或200萬港元，
以較低者為準。企業亦可選擇首6個月還息不還本，以減輕
即時的還款壓力。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表示，第二輪防疫抗疫
基金將進一步優化特惠貸款，讓更多企業受惠。「相信特惠
貸款可發揮及時雨作用。」查詢可致電中小企融資擔保計劃
熱線（電話：25360 0392）。

香港紡織商會蘇文華

疫情之下，大、中、小企業均受到海嘯
式的衝擊，處於生死存活的難關。紡織及
製衣業現時約有4萬多間相關企業，不少
在香港設總部，廠房則設於內地或東盟等
國家，業務與本地批發零售、金融、物流
等行業環環相扣，然而，製造業並沒有被
納入第一輪的防疫抗疫基金，特區政府出
招支援紡織及製衣業，已經是刻不容緩。
本會會長朱立夫博士指出，疫情擴散因

而重創全球生產鏈，製造業正面臨「資金
鏈斷裂」危機。由年初內地工廠停產停
工，在隔離措施下，香港管理人員沒法北
上工作，加上來自國家的原材料供應斷
裂，東南亞的廠房也沒法生產，很多廠房
已停工或半停工狀態接近五個月。
另一方面，本會永遠榮譽會長蕭盧慕貞

則呼籲服裝企業履行職責，為已經完成的
生產訂單支付報酬；尊重既定的採購合同
條款，履行合同義務。對暫停交貨或裝
運，與已完成生產或生產中的產品承擔責
任，並繼續按照約定付款；且不取消已確
認與及生產中的訂單。有同業向本報透
露，部分客戶，乘機要求紡織企業給予折
扣及回佣，或拖延至十個月後才付清賬
單，甚至取消已經生產的訂單，令紡企血
本無歸。
疫情在3月蔓延至日韓歐美及東南亞等

國家，消費者需求大幅下滑。部分客人所
在的國家雖然疫情基本受控，部分廠房能
夠復工，但出口數字遠遠追不到以前的水
平。同業處理廠房事宜都忙個不停，加上
各國相繼實施封關或「禁足令」，令消費
者不敢或不能出門購物，進而客戶銷售近
乎停頓，兼大幅度取消訂單，甚至拒絕對
已採購的原料及輔料負責、取消或延期付
運已完成的貨品等，這情況前所未見。
在疫情洪流下，整個產業面臨着史無前

例的經營壓力，巨浪已經「撲到埋身」。
廠商在無生產、無收入、斷崖式取消訂單
下，仍要支付員工薪金及銀行還款等等。
不論大、中、小企業均面對流動資金短缺
的嚴峻情況。大家不約而同說「最怕銀行
關水喉」，倘若個別銀行催收還款，導致
企業的資金鏈斷裂，在骨牌效應下，企業
結業潮難以避免，造成嚴重經濟危機，打
工仔的飯碗隨時不保。
疫情終會過去，香港企業要保住元氣，

在經濟復甦後，才能重新出發。這場疫情
的肆虐，令百業蕭條，大、中、小企業均
需要及時雨去應對困境，希望特區政府提
供適切及時的支援政策，配合整個業界對
流動資金的需求，撐住企業渡過難關，亦
保住廣大打工仔的就業。

香港紡織商會余青

封城難，開城更難。隨着愈來愈多國家逐漸走出疫情高峰期，世界將要

面對經濟後遺症，兩大經濟火車頭中國及美國增速減慢，全球迎來經濟衰

退，真正的「痛楚」現在才陸續湧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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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輪抗疫基金推工資補貼 穩定民心
本港零售額連跌13個月，2月零售額按
年大跌44%，為有紀錄以來的最大單月跌
幅。疫情對香港打擊是史無前例，特區政
府提出非常措施，直接協助企業支付員工
的薪金。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於4月8日公布
第二輪「防疫抗疫基金」具體措施，涉及
超過1300億元。其中政府要求僱主不裁
員，為合資格僱主提供工資補貼以發放給

僱員，上限9000港元，資助持續6個月。
補貼分兩期支付，首期補貼6至8月工資。
同業一度擔心如二、三月中裁員，便申
請不到補助，而其後政府公布之機制則顯
示，只要資助月份（6至8月）的員工總
數，不少於3月僱員人數，便無問題，即
若僱主此前已裁員，便要補聘員工。僱主
可選今年1、2或3月為指定月份，作為實

際工資計算基礎，5月底起開放申請，6月
內發放首期補貼。
本會永遠榮譽會長陳亨利認為，保住

企業等於保住就業，是次政策惠及大中
小企業，亦穩定民心，是香港整體經濟
的「及時雨」。他指，早前曾向財政司
司長陳茂波遞交兩份意見書，呼籲政府
出招協助企業的資金鏈、支援措施須覆

蓋大中小企業、直接支援企業出糧等。
陳亨利歡迎特區政府採納工商界意見，
加碼推「防疫抗疫基金」。他希望申請
程序盡量簡化，讓大家及時受惠，有助
讓企業有喘息空間，也保住員工的飯
碗，日後經濟復甦時，企業才有動力繼
續發展。

香港紡織商會蘇文華

業界寒冬 溢達全球關4廠 思捷撤出亞洲
紡織製衣龍頭、全球最大恤衫廠商溢達集團4月

尾宣布，疫情影響供應鏈及經濟活動，集團遭受到
史無前例的衝擊，決定調整業務規模、大幅削減營
運開支及精簡人手。ESPRIT母公司思捷環球亦同
時4月27日公布關閉香港在內亞洲區56間分店，以
確保集團可持續營運。
生產力局主席、本會名譽會長林宣武表示，現時業
界面對沉重的壓力，多國封城鎖國，零售業已進入極
度寒冬，商店沒有人流、沒有收入，庫存卻堆積如

山，很多零售業為節省開支，只好暫時關店；「像溢
達這樣的大廠，聘用很多工人，每個月工資支出龐
大，這次關閉部分工廠是無奈之舉，亦是一種靈活應
對的方法。此時關閉工廠應是止血的做法，以保留實
力過寒冬。」本會會長朱立夫博士指，思捷撤出亞
洲，亦是受到快速時裝興起的打擊。
溢達公告指出，業內沒有企業能獨善其身，集團

果斷決定關閉4間工廠，包括4月30日關閉浙江省
奉化市的工廠；6月12日關閉馬來西亞位於檳城和

吉蘭丹的2間工廠；及7月31日，關閉毛里裘斯位
於弗拉克的工廠。溢達董事長為知名女工業家楊敏
德，於1996年已在新疆設立紡織品公司，供應棉花
紡織品予多間跨國時裝品牌，包括Ralph Lauren、
Hugo Boss、Tommy Hilfiger及無印良品等大客。
公司網站指集團全球員工逾5萬人，每年生產的成
衣逾1億件；全球擁有13間製衣廠，位於中國內
地、越南、斯里蘭卡及馬來西亞等地，以及在全球
多國設有辦事處。 香港紡織商會基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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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F
雖然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４月發布的最新《世界經濟展

望》預測，2020年全球經濟將萎縮3%。但是５月中旬，IMF指出
很可能將會下調此前作出的全球經濟今年萎縮3%的預測。世界銀行
則宣布預期情況要進一步惡化，預計2020年全球經濟負增長5%。
而世界貿易組織（WTO）預測，今年全球貿易將縮水13%到32%。
IMF總裁格奧爾基耶娃5月18日表示，和最初的預測相比，全球

經濟將需要更長時間才能從新冠疫情中完全恢復。她同時強調要警惕貿
易保護主義的威脅。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此前還預測全球經濟將在2021年
實現一定復甦，增長5.8%。這一預測值恐怕也將作出調整。格奧爾基耶
娃表示，來自世界各地的數據比預想的更糟糕，意味着全球需要更長時
間才能從這場危機中完全恢復過來，而且暫時無法給出經濟反彈的具體
目標日期。IMF將於6月發布新的全球預測數據。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４月預測說，為減緩病毒傳播所採取的停業和封閉
措施，使全球陷入自上世紀30年代大蕭條以來最嚴重的經濟衰退。當時
IMF對世界各國和經濟體2020年的GDP增長率做出了最新預測，其中，
美國為-5.9%，美國經濟預計將出現負增長。即將迎來連任選舉的美國總
統特朗普（Donald Trump）十分着急，迫切想早點重啟經濟。中國目前
的疫情形勢得到有效控制，正在有序復工復產，預測增長為1.2%。
印度為遏制疫情蔓延的
勢頭而封鎖了全國，
預計印度今年的經濟
增長率預計將領先全
球，為1.9%。發達經濟
體中，歐元區為-7.5%、日
本為-5.2%、英國為-6.5%、
加拿大為-6.2%。新興
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方
面，印度為1.9%、俄羅斯
為-5.5%、巴西為-5.3%、
南非為-5.8%、低收入發展
中國家為0.4%。IMF稱，
假設疫情在2020年下半
年消退，防控措施可以逐
步取消，各國的政策支持
會幫助經濟活動恢復正
常。預計在2021年，全
球經濟將增長5.8%，中
國的 GDP 增長預測為
9.2%，美國和歐元區為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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