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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企進軍內地市場的科技含量越來越高。2021大灣區國際智能紡織製衣、鞋機鞋材工業設備

展、華南國際縫製設備展昨日在深圳國際會展中心開幕，香港文匯報記者在現場看到，許多智能服裝

設備都引起眾多內地消費者圍觀。香港衣車協會副會長、金富針車公司總經理李生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

採訪時表示，近幾年來，由於受人工成本高和缺工影響，以機器替代人力成為趨勢，目前服裝生產設

備邁向自動化和智能化，港商紛紛研發和投資智能自動化服裝設備，以把握巨大的國內外市場機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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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產力局科技園推港再工業化
●林宣武(左二)希
望今次的合作能
為有潛力的廠商
介紹及配對適切
的支援，令香港
各行各業都可以
受惠。中為潘婷
婷。

香港文匯報
記者莊程敏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莊程敏）本港年
輕人向上流動力弱，四大支柱產業之中只
有金融業仍有增長，再工業化或成為香港
的曙光。生產力局與香港科技園昨合辦
「推動香港再工業化發展論壇暨主題展館
開幕典禮」，冀凝聚與鼓勵本地及大灣區
廠商以創新技術在本港設立高增值生產
線。生產力局主席林宣武表示，希望今次
的合作能為有潛力的廠商介紹及配對適切
的支援，將更努力利用科研為火車頭去推
動香港新經濟，用人才建構香港未來，目
標是令香港各行各業都可以受惠。

倡港產品力拓大灣區
香港大學經商學院經濟學教授鄧希煒在
會上指出，本港於大灣區之中，大學及科
研方面較有優勢，但成果往往很難商品
化，建議香港應於再工業化方面多作努
力，讓產品可服務大灣區市場。「有些人
說本港地貴、人才少，不如就靠大灣區其
他城市去做工業化，但其實香港至少要用
工業產品測試，及相關人才與大灣區溝
通，否則香港競爭力將會被削弱。」他建
議，本港工業家可與大灣區的產業作互

動，例如加入上、下游的產業鏈，大學亦
可進一步發展生物科技。
出席同一場合的保心安藥廠總經理郭子

明指出，廠房一直是用人手做包裝，但面
對着人手不足問題，後來獲生產力局為其
設計出機器，現時大大改善生產效率。但
他認為土地方面仍是再工業化困難的一
環，以其良好製造規範（GMP） 驗證的
藥廠為例，廠房已陳舊，但如要找地方搬
都很困難，當中的GMP認證要投放很多
資金，中間涉時數月，期間又不能生產，
希望政府可以對此提供解決方案。他又
指，對於中成藥而言，大灣區是很有潛力
的市場，希望政府可多作推動。

創科署四方面配合發展
創科發展是本屆政府的施政重點之一，

創新科技署署長潘婷婷指出，至今政府已投
放過千億元支持發展創科，而「再工業化」
是其中主要的工作。該署近年積極在基建、
人才、技術及資金四方面推動「再工業
化」。在基建方面，香港科技園公司正積極
將本地蓬勃的創科生態圈伸延至工業邨，同
時提供所需的基建及增值服務，以協助本地

產業把握商機。資金方面，創科署創新及科
技基金提供財政支援，支持可提升業界科技
水平及促進創新的研發項目。相關資助計劃
包括「再工業化資助計劃」、「科技券」、
「創新及科技支援計劃」、「夥伴研究計
劃」、「企業支援計劃」等，向先進生產商
提供創優增值的資源。
技術方面，生產力局與德國弗勞恩霍夫

生產技術研究所共同成立科創中心（The
Hatch），協助企業加快採用創新工業技
術。近年更積極進行與「再工業化」相關
研發，於數碼化、網絡安全、未來人才培
訓、智能生產、以及智能科技與綠色生活
等多個領域上，為中小企及初創企業提供
人才、技術及科研等各方面支援。
人才培訓方面，生產力局與職業訓練局及

德國弗勞恩霍夫生產技術研究所合作，早於
2018年推出全港首個「工業4.0專業文憑課
程」；近年亦致力透過創科署「再工業化及
科技培訓計劃」為業界提供嶄新技術的企業
培訓課程，更與多間大學，包括清華大學及
香港中文大學簽署諒解備忘錄，透過為學生
提供多元化的實習及研究計劃，攜手孕育更
多「InnoTalent」以壯大本地創科人才庫。

畢馬威智能創新空間落戶深圳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蔡競文）繼

2017年在南京成立首個畢馬威智能創
新空間後，畢馬威智能創新空間近日
在深圳前海又落一子，旨在更好地服
務粵港澳大灣區的企業，助力企業加
快數碼化轉型，深度參與大灣區建設
國際科技創新中心的計劃。畢馬威亞
太區及中國主席陶匡淳在出席該新的
智能創新空間開幕禮時指出，智能創
新空間在前海的成立使集團能夠進一
步助力區域內企業創新發展，畢馬威
將陸續引進各類高水平人才，計劃3
年內總人數達到800人。

實踐大灣區區域滲透
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正不斷推進，合作

不斷深化，廣深港澳科技創新走廊加快
形成。在此背景下，為全力配合粵港澳
大灣區的發展，畢馬威在深圳前海設立
了畢馬威智能創新空間大灣區中心。
集團指出，隨着今年全國兩會的落

幕，在這「十四五」的開局之年，
「區域協調發展戰略」作為國家的重
要戰略之一，實現區域協調發展，構
建優勢互補的區域經濟布局，是踐行
新發展理念，實現高質量發展的必然
要求。
區域滲透是近年來畢馬威發展戰略

重點之一，在過去的幾年間，畢馬威
堅定實施區域滲透的戰略計劃，智能
創新空間大灣區中心的設立正是區域
滲透戰略的具體實踐，增進了地方政
府、企業、市場、院校對畢馬威的了
解，也讓畢馬威更深入認知了不同市
場的特點、戰略和需求，從而更好地
為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提供服務。
陶匡淳指出，推動前海開發開放

是習近平總書記親自謀劃、親自部

署、親自推動的新時代改革開放重
大舉措，前海是深港現代服務業合
作區，又是自由貿易試驗區，被譽
為「特區中的特區」，正在進行的
「兩城六區一園一場六鎮雙港」行
動將助力前海建設成為國際化城市
新中心。而在大灣區內部，產業聯
繫將會不斷加強，周邊省份的廣闊
區域可以通過資源、人才、產業鏈
等的合作為粵港澳大灣區提供足夠
強大的支撐。

擬續引進高水平人才
當前的疫情正推動全球產業鏈重

構，提升內地在科技創新與智能製造
上的競爭力，推動產業鏈高質量長期
穩定發展，在核心科技領域加強自主
創新是未來重要的發展方向。未來需
發揮企業在技術創新中的重要作用，
發揮大企業引領支撐作用，支持創新
型中小微企業成為創新重要發源地，
加強共性技術平台建設，推動產業鏈
上中下游、大中小企業融通創新。陶
匡淳稱，畢馬威智能創新空間在前海
的成立使集團能夠進一步助力區域內
企業創新發展，集團也將陸續引進各
類高水平人才，計劃3年內總人數達到
800人。
畢馬威智能創新空間目前服務的客

戶主要在內地和香港，包括少量的海
外業務。提及到大灣區中心未來業務
發展展望時，畢馬威智能創新空間合
夥人孫樂成表示，隨着畢馬威全球交
付網絡的建立，畢馬威智能創新空間
將在2021年開始規模化其海外業務。
未來三年大灣區中心的業務類型將逐
步豐富、輻射範圍將逐步擴大，人員
規模和業務收入也將逐年增加。

港商：工廠由求機器
變成求技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昌鴻
深圳報道）雖然生產技術取得進
步，但珠三角地區成本日益高
漲，為港企帶來不小壓力。香港
衣車協會副會長、金富針車公司
總經理李生昨日向記者訴苦，稱
現在生意太難做了，因為內地成
本太高，他代理銷售的衣車設備
利潤空間有限，「以前是工廠求
我要機器，現在倒過來，工廠問
我要技工和技術等，否則很可能
訂單就跑了。」
李生表示，早在上世紀九十年代
他來大灣區，代理銷售國際電動縫
紉機，當時一台進口機器價格需上
萬元（人民幣，下同），他的生意
十分紅火，員工一度有50多人。但
是隨着內地成本大增和勞工荒的出
現，許多製衣企業外遷東南亞，大
灣區留下的工廠很少，他的業務陷

入困境，目前一台國產衣車售價是
2,000至3,000元，不僅市場競爭激
烈，利潤也十分有限，去年他銷售
了數百台衣車，但是又遇到疫情，
仍然是虧本。

難棄業務與老員工
以前是企業老闆求他發貨，現在

工廠老闆要求幫忙介紹技工和維護
好設備，否則訂單很可能泡湯。為
此，李生投資東莞一科技企業和整
合眾多資源等，提供綜合服務，幫
助企業進行技術和設備升級。他感
歎近七八年來做得很辛苦，儘管目
前已逾六旬，團隊已降到10人，
但是他仍不想退休，「自己退了可
以，但是一幫跟自己打拚十幾二十
年的老員工生計如何辦？」所以他
不忍心放棄業務，會堅持一直幹下
去。

●李生表示，機器替代人力成為趨勢，目前服裝生產設備邁向
自動化、智能化。

在此次展會上，香港衣車協會設立了
獨立的香港館，吸引了該協會十多

家會員企業參展。李生告訴記者，他參與
投資的東莞乾清縫紉設備有限公司，可以
大幅提高服裝生產效率，一台機器可以頂
三個員工。除了股權收益外，公司還將其
設備以較優惠的價格銷售給服裝工廠，幫
助工廠改造升級，從中獲得收益。

口袋自動車縫僅需18秒
東莞乾清縫紉設備市場負責人楊先生亦

表示，其公司研發生產了衛衣前口袋和牛
仔褲後袋自動縫製設備，現在工人只要將
口袋布料放在服裝布料上，機器便可以自
動車縫，解決了人工大小不均勻、不熟練
和質量等問題，效率提高兩倍。記者現場
看到，該機器縫一個口袋僅需18至 20
秒。
據楊先生介紹，該設備售價為15.5萬元
（人民幣，下同），但是工廠一年便可以
收回成本。這款機器主要銷往越南、約旦
和馬來西亞，其中大部分以東南亞為主。
而牛仔褲後袋自動縫製設備功能更強，一
台售價25萬元。他們工廠有20多人，其
中研發人員有十人，現在工廠已經實現盈
利。

人體智能模特可伸縮放碼
港企鴻達自動化聯合理工大學合作研

發人體智能模特，在現場引起不少消費
者留意，該產品可以按照人體胖瘦高矮
進行伸縮放碼，方便看到效果和進行修
改，之後用於設計和打板。據介紹，目
前該智能模特主要銷售給內地大學和學
院，供學生服裝設計使用，一台售價15
萬元， 每年銷售數十台。他們還銷售其
研發的自動驗針機，可以快速便捷地把
衣服裏的斷針找出來，以免傷到顧客，
年銷售量100至200台。
香港衣車協會會員企業、東莞大舜科技

研發生產的自動打鈕機同樣備受追捧。該
公司總經理謝金靈表示，其推出的自動打
鈕機通用性強，鈕扣不論大小和形狀，均
可以快速自動安到布料上，效率提高三
倍。它不像以前設備要換模具費時費力。
去年公司自動打鈕機全國銷售2,000多
台，佔了內地一半市場。一台機器價格為
2.5萬元，一年帶來產值數千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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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衣車協會抱團組織約十家會員企業北拓大灣區市場機遇。

●●東莞乾清自動化東莞乾清自動化
縫紉設備研發的設縫紉設備研發的設
備可以頂替三人備可以頂替三人，，
一年可收回成本一年可收回成本。。

與會者對香港
再工業化的建議

●與大灣區產業互動

●爭取大灣區銷售市場

●將大學科研成果商品化

●設工業商品測試

●培養工業人才

●提供更多工業用地

●推動智能生產，分享大數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