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國經濟輕微復甦，鍾
志平表示，港商近期收到的定單數目較預
期理想。依目前走勢，他對今年首1、2季
的定單感審慎樂觀，其中以手錶及帽子銷
情較好，惟歐洲復甦較慢。
　　鍾志平的電鑽生意一向以歐美為主要市
場，現已在杜拜開設分公司，同時開始發展東
南亞市場。他提醒廠家，發展新市場要注意4大要
點，包括產品綫、廣告宣傳、存貨及資金周轉。
　　他指，隨着珠三角生產成本上升，廠家採用鬥
平鬥賤的生意模式，再難以將成本轉嫁。他認為港
商進軍孟加拉及緬甸是明智之舉，但要留意物流管
理、供應鏈及技術支援，廠家須克服上述問題才考
慮到當地發展。另他看好俄羅斯市場，因當地居民
收入不斷增加，對消費品需求殷切。

2千英畝地 容500廠房
　　至於東盟國，目前緬甸政府積極吸引外商投
資，本港製衣業面對內地經營成本上漲，有意覓出
路「走出去」。紡織及製衣界立法會議員鍾國斌早
前率團到緬甸考察，共有39家港商參與，當中包括
前政務司司長唐英年家族擁有的老牌紡織企業「半
島集團」。
　　他表示，人民幣年年升值，加上內地調高最低
工資，以今年為例，廣東省將於5月1日起調整最低
工資，平均增加19%，料今年成本至少上升2成。
但歐美經濟疲弱
致單價下跌，難
以彌補增幅，不
走出內地，製衣
業難有出路。
　　「勞工是製
衣業最重要的資
本，哪裏有廉價
勞工，哪裏就有
機會。」現時緬
甸勞工的月薪平
均僅為120至150
美元。然而針沒
兩頭利，緬甸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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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盟薪金低廉 紡織界擬斥50億建工業園

歡迎讀者提供本版意見，請電 2565 4288或傳真2811 1926

金 磚五國及東盟成為全球經濟新亮點，港商發展新興市場成大勢所
趨。人稱「電鑽大王」的香港工業總會主席鍾志平認為，印度及

俄羅斯市場大，籲港商發掘機會。另本港紡織界組團前往東盟緬甸，
伺準當地人工平，計劃建立面積達2,000英畝的香港工業園，投資額料
約50億元。 

■本報記者　蔡淑汶、林卓昕、陳韻文、沈怡

老牌紡織行
攻緬甸減成本

    前政務司司長唐英年家族所擁有的
老牌紡織企業「半島集團」對投資緬甸
態度正面樂觀，初步投資額涉3,000萬
元，開設可容納500至1,000人的廠房，
選址屬意仰光以外地區，因地價較平。

但預計不會將全部生產綫轉移至緬甸，因當地工人技
術水平、基建及運輸仍有隱憂。
　　半島集團總經理張人堯表示，內地勞動力不足，
加上人民幣升值等，各行業也受成本上漲困擾。他
說，以東莞為例，每名內地工人的每月工資近3,000元
人民幣，還未計食宿，估計聘請1名內地工人的成本已
可聘請3名緬甸工人。
　　現時於江西及東莞設廠的
半島集團，亦曾於泰國設廠，
主要因為成本平，張稱後來當
地工資及租金急升，競爭力下
降，5年前已關閉當地廠房。
　　他指，公司對緬甸的香港
工業園計劃感興趣，不過緬甸
廠房只屬輔助性質，主力生產
綫仍留在內地，內地與緬甸生
產綫分布為8︰2。基於當地滙
率過於浮動，加上所有原材料
及建築材料均需進口，若緬甸
政府給予免稅優惠會進一步考
慮，一切需計算回本期再落實
決定。

80後「易拉架」大王
創億元王國
    港商普遍遇到歐美定單下跌的慘
況，但80後「易拉架」大王蔡寶健卻應
接不暇，並計劃再於德國及瑞士開展業
務。年僅32歲的他目前已坐擁過億元生
意，他開拓新市場的秘訣在於「夠快、

夠平」：平市價3成搶單，承諾4天內交貨，結果生意
愈做愈大。
　　蔡寶健曾於澳洲讀書，並發現易拉架商機，於06
年成立BannerSHOP，專門生產易拉架和海報等宣傳
品。他的易拉架最平為85港元，在澳洲可提高至70澳
元（約560港元），比當地市價的100澳元平約3成，
薄利多銷，結果開業7年來生意擴大100倍。

以快、平搶客
　　蔡現時在港開設自家打印工場，並於英、澳、星
馬設有6個據點，正計劃擴展到德國及瑞士。他的成功
之道包括製作流程統一化，收到客戶「柯打」，馬上
在港工場打印，然後空運到當地子公司作後期加工及
包裝，保證易拉架4日內可送到客人手中。
　　他決定開拓新市場時，會考慮當地機場位置、物
流、電力供應及政局穩定等元素，並會透過貿發局、
當地黃頁，收集展覽商的聯絡方法，再發廣告電郵接
觸潛在客戶。必要時會找當地印刷商，以合資方式營
運。
　　不少公司喜歡跟大客做生意，他卻偏愛中小企。
他稱，大客多數會壓價，相反中小企的定單少，但工
場可集數張定單，然後一次過打印再進行分割：「再
加個（撑）架收多20元，這是盈利所在。」

iPhone緬甸不能用

冷知
識

    緬甸的通訊網絡猶如時光
倒流到70年代，且收費十分昂
貴。當地並無漫遊服務，如港
商需致電回港，必須購買當地
長途電話卡，約需200港元，

但通話時間不足30分鐘。另外，使用micro 
sim卡的智能手機在緬甸是得物無所用，因當
地長途電話卡只備普通sim卡版本。換言之，
iPhone在緬甸是無法通話。

澳洲發迹

金磚國中產抬頭 港商新機遇

港家品入俄 月銷百萬元
    「做產品，生存之道在於不斷
開拓新市場！」家庭用品品牌PO: 
Selected積極拓展俄羅斯新興市場，
現時每年營業額增至逾百萬元。港商
要成功踏足這片土地，建議可多參加

俄羅斯展覽會，結識當地分銷商當「盲公竹」，並
了解當地人愛創意產品設計，生意自然來。
　　PO: Selected設計的產品包括餐桌、廚房用具
及家居擺設，主要出口歐美。該公司高級業務經理
伍家亮指，歐美客愈來愈審慎，不願嘗試新產品。
他早於09年隨貿發局到俄羅斯參加展覽會，最初
交了不少「學費」，他與同行港商多次遇上被騙事
件，例如有俄羅斯警員強奪護照，要求付款100美
元贖回；而他乘搭的士15分鐘，曾被司機要求付款

3,000港元。
　　當地治安欠佳，曾令他心灰意冷，惟轉捩點是
他在展覽中結識俄羅斯分銷商，協助他安排貨品通
關、聯絡當地零售店，以及提供產品設計意見。
伍稱，俄羅斯消費者愛創意產品，所以該公司產

品設計極具玩味，例如辦公
室文具魚尾夾可變大成為紙
巾架；而茶杯、茶壺可「合
體」成一株仙人掌（圖）。
　　該公司助理業務經理黃
偉舜指，現時新興市場的定
單已佔4成生意，俄羅斯是
其中一個亮點，定單金額
穩定上升，現時每年營業
額逾百萬元。伍建議有意進駐俄羅斯的中小企，宜
到當地參加大型展覽，成本約需數萬元，是最有效
結識當地買家的方法；退而求其次可參加歐美或香
港的國際展覽，但展出的產品選擇要多。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蘇錦樑看好與俄羅斯的
雙邊貿易。事實上，近年香港出口至俄羅斯的貨
值持續上升，由2010年的115.59億元增加至去年
169.34億元，增幅達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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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人堯認為，將部
分生產綫移離中國是大
勢所趨。
 （陳靜儀攝）

初踏緬甸

                                    金磚五國經濟指標
巴西
Brazil

俄羅斯
Russia

印度
India

中國
China

南非
South Africa

2012年人口（億） 1.95 1.42 12.07 13.47 0.51
2012年人均收入（美元） 1.23萬 1.38萬 1,600 6,100 7,600
2012年GDP（億美元） 2.43萬 1.95萬 1.95萬 8.25萬 3,910
預計2013年GDP增長（%） 3.5 3.7 5.9 8.2 2.8
2011年儲蓄佔GDP比例（%） 17 30 34* 53 16

優勢出口產品
供收藏或高科
技玩具、體育
用品及紀念品

電訊設備及
零件

珍珠、寶石及
半寶石

半製成品或
日用品

電訊設備及
零件

攻佔俄國

潘永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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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鍾志平表示，工總
下月將率團到印度覓商
機。 （潘政祁攝）

中國

印度

俄羅斯

南非

巴西

建落後，
所有原材
料均需進口，以及地價昂
貴，惟鍾國斌稱，因外資享5
年免稅及低勞工成本，對投資仍感樂
觀。現時業界已與當地政府就工業園
建設、選址、佔地面積、租金及水電基
建配套等，達成初步協議，申請圈出2,000
英畝土地，可容納500間廠房，初步預計每間廠房
平均投資額為1,000萬港元，投資額共50億元。

5億中產 愛外國新品牌
　　貿發局環球市場首席經濟師潘永才預料，未來
1至2年內歐美市場依然不樂觀，但金磚五國中產人
口約有5億，其購買力高，且願意接受新品牌，需
從外國入口消費品。對本港中小企而言，未來有極
大發展空間。
　　除港商較熟悉的內地市場外，潘永才認為，俄
羅斯市場潛力不容忽視，其中以電訊設備及零件需
求最大，因當地正建設「俄版矽谷」斯科爾科沃創
新中心。他提醒，當地消費者着重產品創意，愛高
雅包裝，故中小企可多花心思。（見另文）
　　今年環球經濟走勢如何？中大環球商業課程

主任王譽龍分析指，目前全球營商環境愈趨複
雜，港商靠成本低廉競爭，實在難以生存，
須以良好策略、技術及管理經營，例如可考
慮到東盟國家發展，因東盟未來有潛質取代
中國，成為全球經濟增長速度最快地區之一。

　　他指，泰國、印尼及馬來西亞的消費力
強，國民儲蓄率遠低於中國，加上東盟國同時兼備
製造業及服務業多元性，相信港商到當地發展會比
闖金磚國容易。

*2010年數據
資料來源：香港貿發局引述國際
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

  鍾國斌表示，已與緬甸政府就香
港工業園建設、選址、租金及水電基
建配套等達成初步協議。
 （陳國峰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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