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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台灣人楊志浩約訪時，他正匆忙準備搭乘飛機出差見客戶。他的身

份是深圳市邁瑞德電子有限公司執行副總經理，這次出差行程密密麻

麻，當中不少是與車企有關的。2010年，就職於台灣一家電子企業

的楊志浩被派駐大陸，10多年來，他親眼見證大陸製造業的快速

發展，從電子製造企業的壯大，手機企業的更新迭代，到新能

源汽車產業的快速崛起。數年前，他離開原來的台企，來

到深圳的電子企業，希望在新能源汽車產業發展的浪

潮中，打拚新的事業。

◆香港文匯報記者李望賢深圳報道

台男跳槽陸企
轉戰新能源車道

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伴隨着中國改革開放，
台商掀起赴大陸投資的熱潮。數十年來，台商
涉足的領域從最早投資傳統產業，如紡織、簡
單的電子產品加工，逐步升級到半導體、面板
製造等高科技產業。楊志浩正是在台灣高科技
產業飛速發展的浪潮中來到大陸工作。他表
示，台灣的電子製造業、半導體製造業具有競
爭力，台企在早年進入大陸的時候，往往頗具
優越感。「那時我們作為賣方，相對強勢，買
方買我們的東西態度都很謙虛。」彼時，台灣
同事往往自成圈子，而楊志浩則更願意保持開
放的心態與不同的人交流，往往被朋友調侃不
太像台灣來的。
轉到陸企工作，楊志浩更有機會深入了解大
陸企業的管理。以車載產品為例，實際上早在
10來年前台企便已經有所接觸了，但是陸企對
於這個行業的認知和產業鏈的投資逐漸超過台
企的一級供應鏈管理。「現在很多陸企是買半
成品，自己做垂直整合供應鏈，把成品拆分成
半成品，有利於控制好每一個環節的成本。」

陸企，尤其是深圳企業敢闖敢試的勇氣更讓
他印象深刻。他表示，在發展相對成熟的台
企，很多事情往往要經過各種評估和會議才能
決定，雖說不錯，但往往會錯失先機。大陸許
多產業正在新興成長，老闆年齡相對年輕，
「大家可以關起門來吵架，但是打開門來就是
一條路，幹。可能有50%左右的機會他們就願
意幹，他們願意付出一定的試錯成本。即使出
錯，也不需要厚厚一疊檢討報告，而是用很快
速的方式去檢查風險和問題出在哪裏，避免下
次重蹈覆轍，」這也讓喜歡冒險和挑戰的楊志
浩感覺更加如魚得水，「不是說那種方式更
好，而是大家處於不同的階段。我也很感謝在
台企的10多年經歷。」

楊志浩猶記得，2000年左右便曾出差到深圳，
當時深圳仍有二線關，關內外發展差距頗

大，「我們去的龍華屬於關外，還有很多農民
房，進關還要換乘不同的士。」2004年位於羅湖
的深圳萬象城開業，楊志浩和同事如遇盛事，專
門前去逛了一圈。這個隨後在大陸零售業多年盤
踞龍頭地位的超級商場，讓楊志浩等人很驚嘆，
內心也隱隱對這個城市的發展有了更多期待。

見證陸企成長 製造業重新洗牌
楊志浩當時所在的台灣電子企業營業額似乎

在印證這些期待。那幾年，公司在大陸的業務
持續增長，甚至已經超越所有非大陸地區的營
業額，公司決定在大陸增設辦事處，楊志浩由
此被派常駐深圳。見到這兒的快速發展，楊志
浩暗下決心，未來將在這裏扎根。
常駐大陸辦事處，也讓楊志浩有機會深入接

觸眾多大陸企業，見證諸如歐菲光、TCL、華
星光電、華為等深圳企業的成長，「你可以看
到有很多中小企業，在過去的10多年裏，成為
百億級別的大企業，製造業重新洗牌。」
2013年之後，楊志浩開始感到台企在大陸面臨
的競爭越來越大。到2020年，楊志浩所在的企業
縮減大陸人手，老闆召回高管。楊志浩在與太太
商量之後，決定留在大陸繼續尋找機會，「過去
十多年我的人脈都在這裏，回去可能也沒有很好
的位置，我一直想闖出自己的事業，孩子逐漸長
大了，太太也支持，沒有後顧之憂，可以放手去
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面對陸續拋來的橄欖枝，在熟悉的消費性電子

產業和正在起步的汽車產業之間，楊志浩最終選
擇了後者，「雖然目前這家公司規模不大，但是
我想做的產業，我相信有發展前景。」

看好大屏前景早布局贏起跑線
在經歷了手機產業的發展過程，楊志浩認為，

車載顯示屏的尺寸也在不斷突破，「過去車載一
般是6吋小屏，到現在動不動是15.6吋的超大
屏，甚至越來越大，成為新能源汽車的一個賣
點。」
在他看來，汽車行業將是全世界電子屏企業的
兵家必爭之地，而大陸新能源汽車的崛起帶來全
新的廣闊市場。「隨着技術的發展，人們的移動
範圍會越來越大，在交通上的時間會越來越多。
這兩年可以看到，大陸的汽車產業已經有了明顯
的快速增長，甚至跨出國門走向世界。」
根據中國汽車工業協會公布的數據顯示，

2023年1月至11月，中國新能源汽車出口達到
109.1萬輛，同比增長83.5%，許多汽車企業同
比增長達到100%以上。新能源汽車已經成為中
國在國際上開拓的一條新賽道。「我有幸在大
陸最好的這20年在這裏發展，未來我堅決要走
的職業道路就是汽車產業。」
他介紹，目前邁瑞德電子產品已經進入不少

知名車企的供應商庫，包括上汽、北汽、紅
旗、長城、長安、比亞迪等。企業落戶於深汕
特別合作區，也是比亞迪生產新能源整車核心
零部件的汽車工業園所在地，在他看來，在這
條快速發展的新賽道上，提前布局深耕才能贏
得起跑優勢，未來的空間還有無限想像。

派駐深圳逾十年：早決心扎根此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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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志浩（右一）和同事參加德國紐倫堡展。
香港文匯報深圳傳真

◆楊志浩看好大陸新能源汽車賽
道。 香港文匯報記者李望賢攝

勞資達共識 港散工享僱傭福利降門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香港勞
顧會就放寬「418」達成共識，勞顧會僱
主代表施榮懷表示，今次決定行出標誌
性的一步，「要考慮商界承接能力，如
果『460』、『464』可能一下子變化太
大的時候，很多僱主特別是中小企都比
較難以承受。影響一定會有一點，加大
負擔是必然的，但我相信大家是可以應
付到的。」

餐飲清潔建築行業較受影響
中小企業聯合會永遠榮譽主席劉達邦1
日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
「418」改為「468」後，整體上對僱主的
影響有限，只有聘用較多散工的餐飲、清
潔、建築等行業。僱主要為每名散工增加
逾一成人力成本，不排除有僱主為控制整
體支出，聘用更多散工，並確保每名散工
每四周工作時間不超過68小時。
「企業明白新規定是增加散工福利，
生意好增加福利沒問題，但現時整體經
濟未完全復甦，期望政府為商界建立理
想的營商環境，做大個餅，僱主僱員皆
大歡喜。」他說。
劉達邦表示，飲食業如酒樓或最受影
響，例如接到宴席訂枱擺50圍，就要多請
逾百名散工，多增加13%的人工成本不是
小數，就只能轉嫁給顧客。「大酒樓、連
鎖飲食集團，或將成本轉嫁給消費者。中
小企面臨激烈競爭，就未必敢加價流失顧

客，只能想法減少每名散工工作時間。」
稻苗飲食專業學會會長徐汶緯表示，僱主和僱員過

往有共識是連續工作四星期，每星期工作不超過18小
時，以逃避「418」規定，「舊制下，時薪可以提高，
勞資雙方商討，如果去到『468』就要重新商討。為咗
不跌進『468』，僱主或企業便要多找散工輪更，變相
勞動市場要增加勞動力才能彌補法例所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文森 報道）全港逾25萬名
兼職打工仔，由於未符俗稱「418」、即連續為同
一僱主工作4星期或以上，而每星期工作滿18小
時的規定，未能享有一系列僱傭福利，包括休息
日、有薪年假、遣散費/長期服務金等。勞工團體
經過約 30 年爭取，香港勞僱會 1 日終就放寬
「418」達成共識，同意僱員為同一僱主工作4星
期，其間工時總數超過68小時，即符合「連續性
僱傭合約」規定，可享有僱員福利。
工聯會理事長、立法會議員黃國表示，特區政

府積極協調勞資雙方才促成今次突破，雖然不是
完美，但已是提升勞工權益的重要一步，希望
勞、資、政府三方再接再厲，改善僱員待遇，提
升勞動人口參與率。
根據統計，香港目前有逾25萬名兼職打工仔，

而據政府統計處的資料顯示，其中15.5萬人因為
未能在4星期、每星期為同一僱主工作滿18小時
的「418」規定，未符「連續性僱傭合約」規定而
無法享有遣散費、長期服務金等福利。

僱主常鑽舊例漏洞逃避責任
黃國1日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有關條
例於1990年6月實施，至今沿用逾30年，早已不
合時宜。近年，香港「炒散」工友增多，主要從
事飲食、零售、保安及清潔等工作，「實際人數
可能比統計更多，近 10 年兼職工友增加了 1.8

倍。」
他表示，不少僱主為了逃避責任，安排兼職員

工每月首三周、每周工作二三十小時，但第四周
工時則減至少於18小時，使「418」斷纜，因而無
須支付兼職員工應有的福利。
勞顧會終就放寛俗稱「418」的連續性合約規定
達成共識，僱員連續4星期的工時合計達 68小
時，即可享有僱員福利，堵塞法例的部分漏洞。
「勞資雙方一直無法達成共識，30年來難有寸
進，這次好在現屆特區政府積極協調，才促成修
例。」黃國說。

黃國：雖不理想 但可接受
「468」新制較「418」舊制，4星期的整體工時

減少4小時，黃國表示，門檻雖然得以放寬，但要
求仍高，估計因新制受惠的工人人數約幾萬人。
「這次修例仍非理想方案，因為散工流動性很
高，四周才計算相應權益，工友得到的保障仍然
很少。理想方案是無論上班多長時間，就按比例
提供長工福利。」
不過，他明白要資方同意勞方的要求，還有很

長的路要走：「這次總算開個好頭，勞資雙方有
效協商，政府擔任重要角色，三方共同努力，共
同促進公平社會。」
黃國希望立法會盡快通過「468」修例，早日讓
兼職工友得到應有保障，並呼籲僱主們主動提高

散工待遇，加強員工向心力：「現在香港請人
難，提高待遇才能留住好員工。香港勞動人口參
與率僅55.3%，在亞洲四小龍中排名落後，逾四成
適齡人口拒絕進入職場，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
待遇和福利不理想，提高勞工福利也有助吸引勞
動力進入職場，緩解人手緊張，達至勞資雙
贏。」

民建聯倡按工時比例享權益
民建聯人力事務發言人、立法會議員顏汶羽表

示，「418」安排沿用多年，常出現無良僱主利用
制度「漏洞」，令未入門檻的兼職勞工得不到應
有的勞工權益保障，認同有必要改革。不過他認
為，即使勞顧會改以4星期為計算單位並降低工時
門檻，仍未能覆蓋所有勞工。
他建議，兼職員工按工時比例獲得《僱傭條
例》保障來取代總工時方案，以排除任何漏
洞，即不同工作時數可享不同比例的有薪法定
假日、年假、疾病津貼、遣散費及長期服務金
等勞工權益。他又建議，可續用現有的72小時
為基礎計算，將兼職員工4星期的總工時除以72
小時，並按此比例發放勞工權益，以做到「全
覆蓋」。
勞工處表示，有關修訂有助加強保障工時較短

僱員的權益。稍後會向立法會人力事務委員會匯
報結果，並開展相關的法例修訂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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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勞僱會就修改「連續性僱傭合約」達成共識，將降低員工享有僱員福利的門檻。 資料圖片

◆餐飲業多散工，是最受修改條例影響的行
業之一。 資料圖片

東南亞版

3 文 匯 要 聞
東南亞版

◆責任編輯：李吉欣 2024年2月3日（星期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