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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統計署數字，隨著工業北移，從事製造業的人士在就業人口中的比例，

由八一年的百分之四十三點九，約九十萬六千人，到九一年的百分之二十四點

五，約六十七萬七千人，下跌至去年的百分之六點五，約二十一萬三般千人。而

目前這些就業人口中，相信大部分還是從事文職的後勤支援，中低技術的職位只

佔少數。但事實上，香港的工業仍然活躍，只不過是將生產線遷移到珠江三角洲

而已。  

 

  當年本港工業北移，除了是基於租金與工資外，也由於內地提供十分優惠的

稅務減免政策。然而，隨著中國加入世貿，這些優惠很快便要消失了。況且一些

早期北移的工業，也過了免稅蜜月期。相對下，簡單低稅制的香港，對他們又恢

復了吸引力。  

 

  港商在內地投資的工業，不少是做來料加工，原來於香港是在工廠大廈內從

事「山寨式」的操作。北移後壯大起來，管理、技術、設備也進行了更新，生產

力已大為提高，工資成本佔總成本的比例相對地下降了。非直接成本因素，包括：

治安、個人人身安全、貪污風氣、苛徵雜稅、高稅率；繁複的海關政策與規條；

不合理的政策與措施；不健全的保險制度；日漸嚴苛的勞動法規；個別公安、消

防、海關、環保、勞保等執法部門不正常的滋擾與官僚作風，以致工人的素質便

納入了他們的考慮範圍。當然，隨著中國的改革開放政策的深化，內地不少問題

已不斷地在改善，預期在中國加入世貿後，這等改進更為快速，海關的改革與關

稅大幅下降便是明顯例子，但與香港相比仍有一段頗大距離。  

 

  當年有些工業北移，是因為內銷市場及關稅，也有為了方便與其他工業配

套，方便轉廠核銷退稅。若香港與內地結成自由貿易區或緊密經濟聯繫，免除關

稅與批文等負面因素，這些廠便不一定須設於內地了。 

 

  當然，這些內地港商絕不會拔了他們在內地的根，把工廠「回流」，但作為

分散風險也好、擴展也好、配合生產需要也好，或為了原料供應與運輸、關稅，

把部分生產線或部分工序遷回香港，不是沒有可能的。  

 

  工業與本港物流業的發展有著不可分割的關係。最終，還是物流中心跟貨

走。香港的原材料、生產工具、成品，以至分銷的物流管理在過去二十年發展得

不錯。這是由於香港是亞太地區的貿易、航運及金融中心，通訊發達，更由於內

地運輸及金融業遠落後於貿易發展，令香港受惠於前鋪後廠的模式。可惜此情不

再。在珠三角，鐵路與公路網絡；機場與港口急速發展，一個以廣州為中心，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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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邊市鎮為輔的海陸空交通運輸網絡正在形成，倉儲、金融、保險、資訊科技迅

速發展，中國加入世貿後，各相關環節的軟件亦相應配合，不斷完善。十年八載

後，香港仍否是珠三角最大的物流中心，情況未許樂觀。雖然，香港擁有一個五

小時內可達亞洲每一角落的現代化機場，但海陸運輸永遠是貨運主要部分。  

 

  何況，當珠三角的物流中心，不管軟硬件均發展完善後，還有沒有那麼多貨

主採用成本那麼高昂的香港港口與機場呢？屆時，恐怕物流業相關各行業工人又

面臨一次轉型失業。尤有甚者，在貨源枯竭下，貿易、保險、銀行押匯、通訊等

相關服務行業，也面臨大量職位流失。  

 

  當年北移的工業，尤以在珠三角一帶的，不少上中下游工業彼此配套，成為

互相依存的工業體系，例如製衣業與漂染、水洗及相關輔料工業，玩具與電子、

塑膠、五金、模具、鑄壓、包裝、紙品、印刷等等。因此，要吸引工業回流，便

需要相關配套工業也一起回流，彼此支援。當然，到底仍須靠市場機制推動。財

政司司長提出的「積極支援市場」（proactive market enabling）也是有必需的。這

需要特區政府較全面的政策與措施配合，包括土地規劃、交通配套、稅務政策、

環境保護和就業培訓等，都要妥善安排。  

 

  另外，若鼓勵內地港商把工廠部分回流，還得考慮管理人員與技術人員的問

題。二十年工業北移，令香港不少行業已缺乏足夠的管理人員與技術人員，以應

付已更新換代的北移工業，即使立即加強培訓，恐怕也未能即時提供大量具足夠

經驗的人員。  

 

  在目前輸入的專才與優才以外，隨廠適量地輸入技術和管理人員，恐怕是難

免的。  

 

(本文已刊於 2002 年 5 月 11 日之《信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