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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產口罩為再工業化樹樣板 

 五一黃金周假日經濟迎考驗 

 供應鏈去中國化乃捉錯用神 

1. 港產口罩為再工業化樹樣板 

電商企業 HKTVmall 於 4 月中開售自家製口罩，首天登記預購人數逾 120 萬，超額

近 400倍；另一品牌「CareHK」隨後亦夥拍「實惠家居」接受港產口罩的網上認購。 

短評 

新冠肺炎疫情持續，口罩供不應求，加上各地政府紛紛將口罩列為限制出口貨物，

「一罩難求」成為全球性的問題，在一些地方更成了關乎民生、政治甚至國際關係

的大事。一些主要依賴進口的地區嘗試推行「進口替代」，透過本地生產來解燃眉

之急。香港特區政府在 3 月中設立了「本地口罩生產資助計劃」，為在港設立口罩

生產線的合資格企業提供最高港幣 500 萬元的補貼和技術支援，並承諾會向每條獲

資助的生產線採購每月 200萬個口罩，為期一年。 

其實，早從 2 月份開始，香港已經掀起了生產口罩的熱潮；除 HKTVmall 外，

本地多家口罩廠亦在 4月份相繼投產。據不完全統計，除 HKTVmall和「CareHK」

外，目前在香港設立口罩生產線的企業達 30多家；當中已獲納入政府資助計劃的生

產商至少有 15家共 20條生產線，每月可供應本地市場近 4,300萬個優質口罩。 

香港在短短兩個月之內，就建立起具一定規模的口罩產業，除了有賴於政府「有

形之手」的大力推動之外，歸根結柢還是市場需求的驅動使然。疫情之下市場對防

疫物資的需求劇增，原本少人問津的口罩量價齊升，短期需要營造了不菲的利潤空

間。除此之外，疫情亦引起人們衛生意識的強化和生活習慣的改變，日後口罩等防

護用品很可能會成為庶民家中不可或缺的日用品以及政府、企業必須保有一定庫存

量的「戰略性」物資，令市場對口罩的長遠需求潛力趨於上升。 

另一方面，從供應端的角度看，口罩生產已高度自動化，對土地和勞動力的要

求不高，適合香港的經營環境。同時，本地口罩廠商在建立生產線時亦注重體現、

發揮「香港製造」的優勢；例如，為生產設施和產品設定了高規格的要求，除採用

無塵生產車間外，還運用嚴謹的檢測手段，確保質量和功能符合國際標準和各地政

府的規定。一些港產口罩還銳意走差異化路線，引入香港科研技術和香港設計；例

如，推出醫療級別的納米纖維殺菌口罩、光觸媒塗層口罩以及可洗重用或置換濾芯

的布質口罩等。這些香港優勢經營元素的注入，使得港產口罩甫一面市便獲得本地

消費者青睞，實際上亦賦予港產口罩更高的附加價值和定價能力，為今後保持競爭

力奠下了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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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口罩生產線在極短時間內由無到有，以至於成行成市，是精凖捕捉市場需

求並將之與香港特殊生產環境巧妙結合的結果，亦體現了香港製造業仍具有強大的

應變能力、組織能力和彈性。這也是產、研、官、社會緊密合作的成功範例，以及

將香港優勢包括香港品牌、企業家精神、社會動員能力等加以激發、整合並轉化為

實體產業競爭力的一次實踐；尤其是政府「破天荒」以直接資助扶持特定產業發展

的做法，為拓寬香港產業政策的思路以及推動再工業的「落地」帶來了重大的啟示。 

2. 五一黃金周假日經濟迎考驗 

內地政府決定，今年的勞動節公眾假期將從 5月 1日起連休 5天，是逾 10年來最長

的「五一」小長假。 

短評 

除了春節和「十一」國慶外，「五一勞動節」亦曾是國內一連 7 日以上的長假期。

惟內地自 2008年起取消了「五一黃金周」的安排，將勞動節假期從 7天大幅縮短至

3天。此後每年都有聲音要求恢復「五一黃金周」，最近兩年更愈發強烈。去年底，

中央政府決定將 2020年的「五一勞動節」假期延長至 5天；這既是順應民意的折衷

之舉，亦反映當局希望進一步發揮「假日經濟」的作用，藉此提振消費、擴大內需，

對沖經濟下行的部分壓力。 

始料未及的是，今年初以來新冠肺炎疫情在內地大規模爆發，全國各地實施嚴

格的人流管控措施，嚴重影響經濟社會各領域的正常活動，導致內地經濟的增長速

度出現歷史上罕見的斷崖式下挫，首季度 GDP按年增速從去年全年的 6.1%驟降至負

6.8%。隨著疫情於 2月下旬趨於受控，內地加快推進企業復工復產，3月份的主要宏

觀經濟數據較前兩個月均出現不同程度的改善。惟相比之下，當前供給端的復工復

產情況比起需求側的復甦明顯較為理想。例如，3 月份工業增加值同比下降 1.1%，

比 1-2月的跌幅收窄了 12.4個百分點；但另一邊廂，3月份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仍同

比大降 15.8%，較 1-2 月僅收窄 4.7 個百分點。內地消費領域「乍暖還寒」，未在疫

情受控後的第一時間內出現報復性反彈，加上疫情全球化之下歐美國家經濟急遽轉

差，預料海外市場需求將在第二季度大幅萎縮，使得刺激內需更具有現實的迫切性。 

「五一黃金周」去而復來，相信有助於刺激內地居民的出遊，直接帶動交通運

輸、酒店、餐飲等旅遊相關行業的爆發式增長；而這些服務性消費行業正是受此次

疫情衝擊最嚴重又在「後疫情」恢復期間屬於相對落後的環節。根據內地旅遊中介

網站攜程近日發布的《2020「五一」旅遊消費新趨勢大數據預測報告》，預計五一

假期出遊人數接近 1億人次，雖然不及去年，但仍會創下疫情之後的新高。 

從另一個角度看，「五一黃金周」的熱烈登場可以激發信心效應，宣示內地抗

疫工作所取得的階段性成功，藉此吹響各行各業加快回復「如常」(Business as Usual)

的號角；另一方面亦可以此作為機會難得的「超級壓力測試」，對如何在防止疫情

復發和增加居民外出消費之間拿捏好平衡進行一次大規模的印證和「驗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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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供應鏈去中國化乃捉錯用神 

近期以美日為首的發達國家掀起供應鏈「去中國化」的呼聲，引起各界關注。 

短評 

新冠肺炎病毒在短時間內擴散至全球，許多國家採取嚴格的社區隔離、封城封國等

措施來抑制疫情蔓延；直接導致各地生產近乎停擺，國際間航空交通運輸中斷，令

全球生產鏈、供應鏈受阻乃至局部性斷裂。同時，許多國家在防疫期間的醫療物資

短缺，市民恐慌性搶購防疫產品和生活物資的現象時有發生。這些「大兜亂」本屬

疫情引致的短期現象，卻又暴露出以自由貿易為核心的國際產業分工體系具有內在

的脆弱性，由此亦引發部分國家對當前全球化國際經濟秩序的不滿情緒和質疑聲音。 

以美國、日本為首的發達國家近期明確提出支援本國企業回流。例如，白宮國

家經濟委員會主任庫德洛表示，美國政府將會補貼美國企業從中國搬廠回國所產生

的成本，包括廠房、設備、知識產權等在內的開支；日本經濟產業省亦推出「改革

供應鏈」專項資金，資助日商將海外生產線搬回國內或者向東盟國家分散生產基地。 

「去中國化」一時間衝上風頭浪尖。中國之所以成為西方國家反全球化的「替

罪羔羊」；除了中國乃此次新冠疫情最早爆發地之外，亦是因為中國乃全球供應鏈

上首屈一指的樞紐，當前各國急需的口罩、呼吸機等醫療物資有很大比例來自中國

的工廠，短期內市場供不應求的「囧」況，加上國際物流不暢，令西方國家迫切需

要鼓勵本國企業「班師回朝」，以增加應急物資供應，甚至不惜誘之以利和祭出危

言聳聽的「國家安全論」。惟在這直觀的「表層」之下有更加深層次的原因；發達

國家「去中國化」雜音四起，背後的主旋律正是近年國際間日漸高亢的貿易保護主

義思潮，本質上是閉關自守心態的乘機「復辟」；更與之前中美貿易摩擦引致的國

際供應鏈重組交織在一起，與近年在西方甚囂塵上的「中國威脅論」亦是一脈相承。 

當然，無論是打著反全球化還是「去中國化」的旗幟，在現實操作中絕難成事；

因為這不但違反國際分工、資源最優配置等經濟法則，更與跨國企業追求利润最大

化的原始「初心」格格不入。更何況要從當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盤根錯節

的國際經貿關係中抽身而出，談何容易！任何經濟體和企業，要與中國這個具壓倒

性規模和競爭優勢的國際供應基地、全球最大潛在市場以及世界經濟增長的源頭「脫

鈎」，更是「不可能的使命」。中美商會近日的一份調查揭示，70%的會員企業表示

不會因為疫情對產業鏈作任何改變，只有不到 1%的企業計劃將供應鏈撤離中國。 

值得留意的是，新冠疫情的爆發已不可避免地「改變整個世界」，對人們的消

費行為、企業營運方式以及政府施政心態均帶來深遠的影響。例如，消費者日後勢

必更重視衛生習慣，由此可能會增加對防疫、健康產品的需求；企業為防範營運中

斷的風險而提高庫存，並追求更多元化和具彈性的供應鏈；政府可能收緊對抗疫產

品、基本民生產品等重要物資的戰略性管理，甚至重新審視將其「國產化」的必要

性。雖然新冠疫情仍未消退，但如何在「後疫情時代」重塑國際產業分工格局，以

及在潛移默化的國際政經秩序中重整各自的定位，已是擺在世界各國政府面前的迫

切議題；簡單地訴諸「去全球化」和「去中國化」，無疑是「捉錯用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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