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面對動盪不安的政局，港商們的心態各有不同。有人仍想堅守，有人萌
生去意。2015年將中山工廠搬遷到緬甸的港商龐先生，當時豪情萬丈，準備大
幹一場，現在看到緬甸政治紛爭和混亂局面，感覺十分沮喪和懊惱。
剛進入緬甸時，龐先生在仰光與合作夥伴共同開設一個300-400人的工廠，生產

服裝，出口歐洲。兩年後生意有了不少起色，他便委託職業經理人打理。由於看好
緬甸6,000多萬人口帶來的機遇，他預計地產和商業需求將會旺盛，曾經有段時間信
心十足，準備複製珠三角地產暴漲的奇跡，為此他花了大量精力在仰光一地產項目
的設施、建設和施工及銷售上。
沒想到世事無常，龐先生稱自己一時不慎，跌入合作夥伴的陷阱，投入大量現
金開發的地產項目成為爛尾樓；此後他又投資數百萬元人民幣，開設了一些從
事休閒和生活服務的公司，然而去年突如其來的疫情，導致各行各業根本難
以正常運營，為此他需要付出大量租金和部分員工工資，損失不少錢財，
感覺十分無奈。
對於緬甸目前的政局，龐先生感嘆那邊現在是「死路一條，已
經沒打算了」。近半年來，他一直呆在香港，正忙於香港的
一些生意，並在觀望緬甸政局走向。

轉戰地產受騙
變爛尾樓

緬甸近期政局動盪，不少華人開設的工廠遭當地不法分子

打砸搶燒，港資企業也慘遭魚池之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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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時表示，自己和

朋友合夥投資800萬元（人民幣，下同）在緬甸出售和出租電動縫紉

機，目前損失不少，擔心未來可能會化為泡影。他還透露，另一家港

企僱用的工人規模高峰期達三四千人，此次損失至少數千萬元。與

李生合作的內地人何先生告訴記者，據不完全統計，已知有20多

家港資和內地企業被不法分子打砸搶燒，損失慘重。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昌鴻

據李生介紹，以前他在大灣區從事電
動縫紉機的代理銷售和租賃，因近

年來成本高企和勞工荒的緣故，大量製
衣、製鞋和箱包工廠搬遷到低成本的緬
甸。他也緊跟同行們的腳步，於2016年到
緬甸仰光設立公司，與香港兩位合作夥伴
共同投資800萬元，累計購買了2,000台不
同型號新型以及二手電動縫紉機，租賃給
製衣工廠，最便宜的月租金折合人民幣
150多元一台，高端的月租金1,000元。為
方便管理，他還專門聘請了兩位內地師
傅，分別負責工廠管理和機器維護、安裝
和調試。

1.3萬元高端縫紉機 燒掉5台
「業務就這樣順風順水地做了幾年，最

高峰時是2018年，一個月出租縫紉機800
台，可以賺到錢。」去年新冠疫情令業務
陷入停頓，李生本來期望今年大幹一場，
不料又遇到緬甸政治紛爭。他借給何先生
的高端縫紉機被不法分子燒了一台，損失
1.3萬元，何先生本人亦損失了五台。

鐵皮廠防護差 火種一發難收拾
李生慶幸自己的工廠並非在重災區。相

比之下，有同行的情況更糟糕，比如位於
仰光水林班的港企Global Fashion，被不
法分子縱火焚燒，該工廠有工人兩三千
人，高峰期有四千人，加上大量設備，此
次損失金額至少是數千萬元，令人欲哭無

淚。
身在緬甸的何先生接受記者電話採訪時

表示，他親眼看到許多中資工廠被不非分
子點火燒燬，因為緬甸工廠大都是鐵皮
房，防護性差，容易着火引燃布料、機器
和設備等，許多港資和中資工廠就這樣被
燒毀。有同行嘗試報警，然而當地警察
「忙到抽不開身，沒接電話，沒有人
來」。
何先生給記者傳來一份統計表格，除了

港企外，還有來自浙江的 Timbermar
Myanmar Apparel Co.,Ltd、TMR Myan-
mar Apparel Co.,Ltd、 Sen Mate Myan-
mar Apparel Co.,Ltd，來自江蘇的三潤緬
甸二廠、博達（緬甸）服飾有限公司等同
樣遭縱火。據其不完全統計，截至3月14
日，共有24家中資、港資公司受到波及。

有員工被困受傷 工廠安防加強
對此，中國駐緬甸使館發言人表示，3

月14日下午，緬甸仰光萊達雅工業區多家
中資工廠遭不法分子打砸搶燒，多名中方
人員受傷，有員工一度被困。中國駐緬甸
使館第一時間同緬甸中國企業商會和相關
企業取得聯繫，迅速要求當地警方採取有
力措施，保障中資企業及人員安全。截至
16日晚8時，緬甸打砸事件已經造成37家
中資工廠受損，3名中國員工受傷。在戒
嚴令實施後，工業區一帶緬方安防力量已
加強，局勢有所趨穩。

內地近年來推動產業轉型，加上人民幣升值、工資持續上漲和人口紅利消失等因
素，原本集聚在深圳、廣州、東莞、惠州等地的製衣、塑膠、製鞋和箱包等港資企業，
在2013年紛紛轉向低成本窪地的緬甸。經過近8年發展，製衣和塑膠等行業在緬甸已逐步
形成規模，許多港企也從前期的虧損轉向逐步盈利。他們都期望當地政局早日穩定下來，以
便拓展更多生意。

疫情內亂 塑膠廠已停運
2013年赴緬甸考察的港商、新興集團董事長何廣健當年在仰光租廠開塑膠工廠，生產鮮花包裝

袋和服裝包裝袋。因看好當地人工成本低，當時月薪不到100美元，出口歐洲和日本免稅收優惠，
於是他積極不斷地投入，經過三五年發展，工人規模也從以前100多人增加到去年400-500人。他
告訴記者，近幾年已經開始盈利，原本計劃進一步增加投入，然而去年遭遇新冠疫情，今年又遇
到政治紛爭，工廠只得暫停營運。

老闆嘆生意停頓 支出未減
何廣健現在時時擔心不法分子上門打砸搶燒，經常為此心煩意亂。他透露，已在緬甸
投資上千萬元人民幣，房租和內地員工工資等均需及時發放，每月開支不菲，但卻
沒有一分錢的收入，歐美客戶訂單又難以交付，感覺十分頭疼。

另一個港商黃先生告訴記者，六七年前赴緬甸投資，主要生產用於食品
包裝的袋子，剛開始投入大量資金設廠、培訓員工和開拓市場，近幾
年盈利不錯，就連去年疫情時期，食品包裝生意也未受到影
響。他期望緬甸政局能夠盡快穩定下來，這樣有利該

國經濟和他們業務發展。

當地生意剛上軌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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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衣車協會副會長、金富針車公司總經理李生表示，他在仰光公司有兩個中
國師傅和15個緬甸當地員工，一個月租金、工資等費用需要8萬（人民幣，下同），現
在因為政治紛爭，仰光大量工廠都停下來，他的公司難以出租電動縫紉機，因此沒有收
入。更令他頭疼的是，仰光所有銀行都已經停業，他沒辦法取錢給員工發工資和支付租金。

倘止損撤離 投資全報銷
治安問題只是李生面對的其中一個難題，發不出工資才是最令人焦慮的事。李生哀嘆，如果之後仍

是目前的局面，為了避免更多的損失，他只有撤離，但更讓他頭痛的是如何處理那2,000台縫紉機，在
當地賣不掉，運回國內沒有用處，而且運費還很昂貴，最壞的可能是自己與合作夥伴投入的800萬元將
損失殆盡。
李生表示，自己公司損失還算小的，許多其他大中型港資和中資企業損失更加慘重。比如當地有一家
中型千人工廠，月租金本身已超過20萬元，內地外派員工工資也有數十萬元成本，加上其他費用，合計
一個月支出近百萬元，半年就是600萬。關鍵是與自己公司一樣，銀行賬戶上明明有錢也取不了，難以
付房租和工資。有的老闆被迫進行「曲線救國」策略，先轉道匯款到新加坡，通過新加坡給緬甸富人
朋友賬戶匯去美元，讓緬甸朋友當地幫忙兌換緬幣，再支付房租和工資。

史立德建議港府增支援海外港企
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會長史立德指出，目前港府已有不同措施協助廠商到海外地區拓展
業務，特別是在新興市場探尋商機、擴充版圖和宣傳推廣，早前財政預算案亦提出增加
注資及優化「發展品牌、升級轉型及拓展內銷市場的專項基金」（BUD Fund）。
然而，有鑑於類似的衝突防不勝防，政府亦應在可行的情況下，考慮為港商
於海外的設廠熱點提供更多支援，例如透過經濟貿易辦事處、投資推
廣署、香港旅遊發展局及香港貿易發展局的全球辦事處，進行

更多協調工作，及推出相應措施保障港商利益及安
全，以此鼓勵更多有志之士拓展海外

業務。

銀行關閉
出糧交租提款無門

港商心淡港商心淡

●李生表示，
他擬觀望兩個月，
如果仍然是目前的亂
局，他將決定撤離
緬甸。 記者 李

昌鴻攝

◀ 仰光數十家中資企業被緬甸
不法分子焚燒。 受訪者供圖

● 仰光水林
班工業區 港資企
業 Global Fashion
難逃一劫。

受訪者供圖

● 多家中
資企業被不法
分子焚燒。受
訪者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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