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貿貿戰戰疫疫戰夾擊戰夾擊
箱包廠轉攻電商

福建泉州是中國重要箱包基地之一，其
運動、休閒軟包系列約佔全國同類產

品至少三成。往常每年開春至6月，是內地
箱包企業生產旺季。「今年老闆難啊。」已
經在泉州轄下豐澤區開了15年箱包廠的張
德水（化名）在歐洲逐漸解封的5月份，才
把今年的生產接續起來。「前兩個月接單、
生產、出貨，現在開始青黃不接。下半年海
外市場主要銷庫存，沒了訂單，對於生產企
業，可能會更慘。」他說。

昔訂單穩定 今主動出擊
雖說年年難過年年過，但以箱包企業為
代表的中國勞動力密集型產業，更多是在壓
縮成本，削薄利潤。貿易戰陰霾疊加疫情，
導致訂單銳減。黃炯章有一位客戶，正常3
月下夏季訂單。原本每年穩定的兩萬個登山
包，今年僅剩4千個，下滑了八成。黃炯章
剛入行時純利高達30%的箱包業，如今僅
維持在5%左右。
張德水的箱包廠已經做到當地規模以上
企業，仍倍感壓力。身邊同業因為貿易戰和
疫情，撤走逃亡傷的不少。「其實壓力非常
大，有上頓沒下頓。」以前訂單基本都穩定
循環，如今張德水要時不時明裏暗裏提醒客
戶下單，「生怕客戶『忘了』我們」。
利潤率下滑，訂單銳減，一點點壓垮眾
多出口型「夕陽產業」。

加科技元素 轉產線上款
談及貿易戰，港商李先生仍耿耿於懷。
「箱包關稅暴漲到42.6%，我最大的客戶、
也是最好的客戶在美國，去年一張訂單，關
稅要800萬元（人民幣，下同），跟客戶協
商後各承擔一半。」客戶告訴他，他們也很
痛苦，「利潤都沒了，怎麼做。」
疫情之下，危中有機。擁有自主設計研
發能力的黃炯章，如今的箱包生產主要集中
於戶外和專業運動。「這類群體相對高端，
運動意識也比較強，疫情緩解能夠率先復
甦。」他們工廠內正在趕工的箱包，即為了

保障9月份歐洲上市。他的不少海外訂單，
也正在由線下款轉線上款。
不久前，黃炯章與朋友一起拿下了歐洲一

份特殊訂單。「我們在戶外背包內加入加熱
系統，為極地運動人體進行智能控溫供暖，
第一個測試訂單1萬多個箱包已經發貨。」
相比只接單、不需自主研發的純代工，黃一
直強調要在傳統產品中加入科技，提升附加
值飲頭啖湯的同時，強化議價話語權。

培育生態鏈 破惡性競爭
據報道，中國箱包行業總產值約3,500億

元，分布在內地約30個箱包產業基地、5個
箱包集群，包括廣東東莞、福建泉州、河北
白溝、浙江平湖等地。而意大利一年箱包產
業產出 316 億美元（約 2,187 億元人民
幣），高端箱包集中地法國，產出則更高。
對低價競爭的反思，加之眼見龐大市

場，箱包業開始進行產業鏈整合。泉州業者
甚至提出，希望培育「箱包產業生態鏈」。
「這並不是只建『網絡商城』平台，而是重
在培育生態鏈。」不具名業內人士透露，該
生態鏈要讓懂設計的在上面「賣」設計，原
料商直接對接生產，打通生產各環節和國內
外市場，「不僅需要考慮生態鏈的『商城』
功能，還要涉及原料、生產、物流、人才和
生活配套等，形成造血供血功能。」
該生態鏈被寄予了厚望。「雖然培育過

程不易，一旦形成，會產生龐大效益。」黃
炯章說。據悉，該生態鏈平台自去年年中提
出項目構思以來，目前已形成初步框架。

◆移動端入口流量佔8成，

新興國家買家高度活躍

◆發達國家買家看重品質和
設計，發展中國家更在意性
價比

◆手提包買家購買意願強
烈，跟進潮流熱點是商家發展
契機

◆戶外旅行箱包短期內受影

響，行李箱商機量超高速增長

◆「專用」且「多用」的冷卻袋及

母嬰包疫情期間需求大漲，

多功能的新產品特性得到強
調，可定製化商品稀缺

資料來源：《2020年阿里巴巴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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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消費習慣改變 海外網購尋新機遇

「我做了20年箱包，從沒碰上這

麼難受的時候。」福建省泉州市某箱

包廠老闆黃炯章在他偌大的辦公室

裏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第一個復

甦的客戶在東歐，5月份火急火燎下

訂單，要求6月底一定要出貨，而且

線下款全部改為線上款。「因為疫情

導致消費習慣改變，海外電商站到

了風口，或將給內地外貿企業帶來

巨大機遇。」黃炯章說。

對作為國家出口創匯十大行業之一

的箱包業而言，當下或是「挑戰」與

「機遇」並存。香港文匯報記者走訪調

查發現，隨着全行業景氣指數持續下

滑，斷尾求生、轉型保廠愈發普遍，

而另一股「暗湧」則是，箱包企業正

在自發組建行業生態鏈平台，寄望打

通產業鏈各環節，共生共榮。

■香港文匯報記者蔣煌基泉州報道

■ 箱包廠質檢員在對即將出口的包袋進行
最後一道品檢。 香港文匯報記者蔣煌基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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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疫情，火了直播帶貨、自媒體營銷，也讓電
商在中國更加普及。上「雲」上線，成了貿易戰和
疫情導致出口受阻背景下，生產型企業思考的出
路。香港文匯報記者走訪發現，有箱包生產企業正
在謀求出口轉內銷，線下轉線上，通過數字化轉
型、直播帶貨提升銷量。

市場競爭激烈 電商低價搶客
「出口轉線上內銷，很難。」張德水直接搖頭，「如果

貿然轉入已經是紅海（競爭比較激烈的固有市場）的常規
內銷市場，風險太大。」他說，浙江箱包產業以內銷為
主，「他們軟硬件更成熟，電商人才多，玩法也多」，倘
若做線上內銷代工，則「成本很難超越浙江和河北白
溝」。張德水去年嘗試為亞馬遜電商客戶做配套，但是碎
片化的單量，加之需要為客戶做庫存，讓他疲於應付。
黃炯章甚至比較悲觀地認為，中國電商已經把市

場做爛。他認為，中國電商普遍性的低價競爭，嚴
重扼殺了產業研發創新積極性，尤其對有品牌追求
的企業而言，陷入國內電商低價競爭陷阱中，對品
牌美譽度產生不利影響。
「高定製、碎工藝」或將成為箱包未來發展趨

勢。黃炯章認為，箱包產業上雲上線，方向或在於
將錯綜複雜的配套鏈條進行集約化，通過數字化平

台優化資源共享，
建立產業集群的供
應鏈管理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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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港商李先生的辦公室，他在一堆的
口罩樣品中抽出一個學生包。「這個包
包配了耳機，雖然前幾年流行過，但現
在因為疫情，又有了訂單。我們最近也
開始做包包加口罩，兩樣東西打包
賣。」李先生說，疫情讓大家知道，戴
口罩並不意味着生病，而是保護自己，
尤其學生更需要被保護，「我們在箱包
的基礎上，增加一些賣點和附加值。」

智能化兼實用 保障成本效益
針對目前一些網紅箱包，如自動跟隨，
甚至代步的箱包，李認為畢竟是小眾產
品，銷售不多，研發費用大。「我不能不
考慮工人的出路，他們要供樓，孩子讀書
要花費，生活還要繼續。」他認為，倘若
箱包脫離實用性本質，過度智能化，難以
成為大眾消費品，則導致企業研發投入高
的同時獲利能力降低。
標準化、模塊化、批量化，或能較大降
低產品智能化升級成本。以黃炯章的加熱
箱包為例，其配件模塊為通用型，體積小
巧，不僅可安裝在背包或者行李箱，亦適
用於單車車坐墊、獨木艇等使用場景。
「我們曾經研發過太陽能充電的箱包，

也討論計劃給箱包加入GDP定位。」黃
炯章每年近百萬的研發投入，正是看中了
智能化箱包在市場中的價值。他認為在科
技日新月異的當下，應有自己的創新去創
造高附加值，以實現傳統箱包行業智能化
產品升級，完成蛻變。

創匯主力變夕陽產業
業界：我們的手工並不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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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疫情影響受疫情影響，，內地工具類包袋出口內地工具類包袋出口
增長明顯增長明顯。。圖為某箱包廠廠長在檢查圖為某箱包廠廠長在檢查
保溫袋保溫袋。。 香港文匯報記者蔣煌基香港文匯報記者蔣煌基 攝攝

對 於 箱 包 業 者 而
言，短短三四十年，
行業從國家出口創匯

重要力量，變成如今政策
制定者和投資者「瞧不起

的夕陽產業」，落差實在太大。而
整個中國箱包業內普遍性的價格
戰，令行業陷入低價競爭惡性循
環，發展失序。

走出低價競爭需引導
不被重視還可接受，不受歡迎則

令業者寒心。同在豐澤區的林姓業
者坦言，當地產業集群正在被拆
散，「我們自認為解決了大量就
業，但也被認為從業外來工多，不
好管理，而且稅收低、收入低」。

「國家倡導產業轉型升級，在我
們看來，是希望我們提升生產效
率，降低成本。但是到了地方，變
成了純粹要高科技，要淘汰勞動力
密集型企業。」林姓業者說，「難
道我的員工今天在車間車包袋，明
天讓他們寫代碼？根本不現實。中
國目前仍然有大量的普通產業工人
需要吃飯，這才是現實。」

箱包行業多年來一直位列國家十
大出口創匯行業之一，目前中國生
產的箱包數量佔全球75%，代工各檔
次箱包的同時，LV、愛馬仕等諸多
外國高端品牌箱包配件也在中國生
產。「箱包產業從配件用物料、材
料到設計，再到成品，到品牌運
營，再到訂單服務，產業鏈是很長

的，完全能夠支撐得起一個大的經
濟格局。」但一道看不見的玻璃
門，讓業者看得到外面的陽光，卻
在低價混戰中撞得頭破血流，「我
們的生產工藝並不差，但是缺乏引
導和支持，大家都在賣勞力，一頭
扎進低價競爭。」

品牌化集群化待突破
「最怕騰籠換鳥，籠子騰出去

了，鳥沒進來。」港商李先生認
為，雖然箱包仍屬勞動力密集型產
業，成本逐年上升，但中國最大的
優勢在於相當成熟的產業鏈，倘若
在品牌和產業集群化方面能有所突
破，箱包或許也能成為國民經濟的
重要支柱。

■ 有箱包生產企
業正在謀求出口轉
內銷，線下轉線
上。 資料圖片

■■ 福建泉州豐澤福建泉州豐澤
區的某箱包加工廠區的某箱包加工廠
內內，，工人正趕製出工人正趕製出
口歐洲的包袋口歐洲的包袋。。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蔣煌基蔣煌基 攝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