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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人敢出門，生意難做
研發與製造網上辦公不可行

新 聞 追 蹤
大公報記者 李昌鴻（文、圖）

疫情防控 深圳港商：復工不足20%

深圳市要求，企業需要實施報備制
度，做到防控機制、員工排查、設施物
資和內部管理的四個到位，才能在2月9
日前復工。因為製造業普遍是人口密集
產業，大量港企申請復工的過程並不順
利。

中國香精香料公司董事會主席兼總
裁王明凡透露，儘管公司按照政府要求
備好防疫物資，但目前深圳工廠復工率
不到20%，意味着僅200多人上班，為
了應對生產需求，他們不得不將一些技
術員和工程師調派到生產線支持生產。
許多從內地返回的非湖北籍員工需要在
家隔離14天，之後如果符合健康要求方
可復工，因此，即使到2月底，他們復
工率也不到50%。

中國香精香料公司研發和生產的香
料用於食用、煙草和日化用品等，包括
合成香料、醫藥原料等。其在深圳、惠
州、山東和江西工廠共計有3000員工，
深圳員工有近1300人。

產能不足恐失訂單及賠償
王明凡更擔憂的是，由於研發和生

產工人不到位，影響了香料與香精等產
品的生產和交貨時間，國外訂單面臨被
取消風險，而內地許多省市為了防止疫
情擴散紛紛封路，也導致他們許多原料
採購受到了影響。

在深圳從事鑄造業的嘉瑞和力勁集
團，儘管均遞交了申請，也做好了防疫
舉措，但是在本周一深圳正式復工後的
數日，仍然未獲得復工的通知。

嘉瑞集團從事新能源汽車和5G設
備等鑄造，在深圳布吉和惠州大亞灣兩
地設廠，分別擁有員工500多人和3000
人。在嘉瑞集團工作的韓小姐透露，惠
州工廠近日已獲得了復工機會，約有四
分之一員工開始上班，主要是製造業方
面的。但深圳公司仍未正式上班。因其

出口佔比逾一半，復工延遲將影響到訂
單的交付，面臨客戶取消訂單或者索賠
的可能。

力勁集團目前其在全國有3000人，
研發製造了全球最大的6000噸壓鑄機，
一個月可以生產100多台壓鑄機，用於
汽車零部件生產等，產品出口美國和歐
洲等國家的汽車工廠。

力勁集團媒體負責人徐先生表示，
今年1月中美達成首階段貿易協議對公
司帶來利好，將以美國新能源汽車產業
的發展機會為重點突破，在美國市場鞏
固品牌優勢，不斷擴大市場份額，但深
圳10日復工後數日他們仍未能復工，
他坦言這將對其公司發展及海外業務產
生一些影響，影響多久還要看疫情控制
情況。

擴大採購 增原料儲備
香港工業總會珠三角分會有關人士

彭先生透露，目前很多深圳港企在街道
那裏審核通過了，但就是沒有批覆同意
復工，具體原因他不是太清楚。他續表
示，只要不是優先類的企業難以全面復
工，而人員較多的製造業復工也受到諸
多限制，主要與疫情防控有關。但他相
信，未來隨着疫情的好轉，大灣區港企
將迎來大面積復工潮。

而為應對疫情帶來的影響，王明
凡的中國香精香料正擴大採購數量，
將庫存由以前的30天至40天延長到半
年至8個月。他對此表示，一季度的原
料他們年前儲備差不多，希望3月中旬
控制好疫情，這就比較好，如果3月控
制不了，將對其一季度業務有一些影
響。

嘉瑞集團韓小姐稱，面對客戶可
能取消訂單及索償，因為他們客戶都
是長期合作關係，希望盡量說服客戶
，讓客戶能夠理解。

有從事物流運輸的港
企迄今仍未拿收到深圳方
面的復工通知，無奈只好
將相關業務轉至香港；也

有獲批復工的公司因大部分人員只能
在家辦工，實際上面臨不少挑戰。

從事海運拼箱業務的新里程有關
人士蘇先生告訴記者，他們深圳公司
有60員工，公司遲遲未能收到復工的
通知，目前部分員工採取家裏辦公。
現有貨運拼箱業務要轉運到香港完成
。以前正常工作時都是深圳員工操作
，在深圳鹽田港或者蛇口港就可以快
速完成，轉運香港無疑增加了不少成
本，他們期待公司能夠早日復工。

東捷運通集團從事國際航空貨運
，集團董事長黃鵬表示，在獲知一家
同行被批覆於3月2日才可以復工後，

較2月10日復工足足延後了20多天，他
也擔心自己公司面臨這一結果。東捷
運通集團在深圳的公司有60人，包括
操作、業務和行政部門。公司此前已
向羅湖東門街道辦遞交10日復工要求
，也按照疫情防控要求購置了口罩、
消毒液和紅外線測溫儀。

東捷運通雖獲批於2月17日復工，

但只有包括操作和財務共計5人上班，
黃鵬為此感到有些無奈，不過也沒有
辦法。

黃鵬還表示，儘管其公司採取在
家辦公應對，但是卻面臨一些現實的
挑戰，不是每個操作員工家裏都配備
了打印機、掃描等設備，同時還涉及
印章的問題等。

許多企業為了應對復
工難的問題，目前紛紛採
取員工網上辦公模式，不
過，很多從事製造業的港

企負責人表示，由於製造業需要現場
生產線組裝、測試和研發等，這是在
家中辦公所無法取代的。

中國香精香料有限公司董事會主
席兼總裁王明凡表示，公司是研發製
造型企業，生產線和研發員工佔比均
較大，其中，在深圳、上海和東莞三
地研發人員有1300人，需要到現場使
用公司設備和儀器進行研究、測試等
，不到公司現場是難以進行的。

而生產線員工缺少的話，無疑會

影響產品生產進度和效率。目前財務
、營銷和客服都已經在家上班，可以
進行視頻或者電話會議，但其生產企
業不像金融行業可以實行全部網上辦
公。

嘉瑞集團韓小姐表示，目前他們
能夠進行網上辦公的並不多，只有一
些營銷、行政和財務，許多深圳生產
線上的員工仍然呆在家裏。她坦言，
畢竟是製造業，全部實行網上辦公是
不現實的，因此，公司只能再爭取盡
快復工。

航空貨運公司東捷運通董事長黃
鵬明言，網上辦公只可以解決營銷、
辦公和財務等問題，許多具體的操作

還是不行的，包括單證印章等。
不過，讓黃鵬感到幸運是，目前

並不是業務旺季，要到4月的復活節前
才是他們上半年業務的高峰。

挑戰
多多

在新冠肺炎疫情下，深圳市要求來深人員必須在家隔離14天
並提供相關證據才可以復工，加上復工人數限制和程序審批等，
深圳大量港資企業仍然是復工難，並面臨原材料供應困難和出口
訂單被取消風險。香港工業總會珠三角分會彭先生表示，為了加
強對疫情的防控，據他了解，目前大灣區大部分港企尚未復工，
人員較多的製造企業復工受到了諸多限制，即使復工的港企，復
工率也只有一兩成。

外省工上崗先隔離 審批程序需時

部分深圳港企復工及應對疫情方法
公司

中國香精香料

嘉瑞集團
力勁集團
周大福珠寶
東捷運通
新里程

稻香

註：數據截至2月13日 大公報記者李昌鴻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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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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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對方法
延長原料庫存採購、調派技術員和工程師到生產
線、網上辦公和視頻及電話會議
部分網上辦公
部分網上辦公
網上辦公和復工同步；加大線上銷售力度
線上辦公、拓展營銷、客服和財務
部分線上辦公
實行輪休保留職位、並將積極嚴控水、電煤使用
以保持更久的生存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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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復工率不足兩成，港企中國香精香料深圳
工廠生產線空空如也

▼為了應對生產，港企中國香精香料將技術員和
工程抽調一線生產

▲嘉瑞集團深圳工廠目前復工仍未確定，其惠州工廠復工率僅四
分之一

◀深圳許多香港
物流企業仍未能
復工，有的拼箱
貨物需轉運到香
港出口

▲港企稻香復工仍是遙遙無期，圖為其
東門店大門緊閉

對經營零售餐飲服務
業的港企來說，零售業在
考慮員工健康和安全問題
，復工後或先採取彈性上

班。餐飲業則因人流密集性質，在疫情
防控的大前提下可謂復工遙遙無期。

周大福珠寶集團執行董事陳世昌接
受大公報記者採訪時表示，他們與鹽田
區當地街道辦一直有積極溝通，為了預
防疫情和員工健康，已主動將深圳公司
復工日期延遲了一周，至2月17日全面
復工。他估計公司只有30%至50%左右
的復工率。外省沒有回來的員工讓他們
先別回來；已回深圳的員工可以在家透
過視頻開會和工作。為了應對疫情對實
體店銷售的影響，周大福會積極拓展線
上銷售，加強自己官網和其他線上電商
平台的營銷。

對於旗下珠寶工廠沒有與實體點同
步開工。陳世昌解釋，與往年春節期間
珠寶銷售一空要急着補貨比較，本次疫
情從春節開始爆發導致珠寶銷售不暢，
公司現在庫存挺多的，這樣珠寶工廠也
不急於開工生產。

餐飲業在疫情下大受打擊。稻香東
門店負責人伍先生直言，現在沒人敢出
門，生意難做啊。今年初二他們開始放
假，一直到現在仍未能復工。原本申請
12日復工，但相關批准仍是遙遙無期，
即使批覆也擔憂生意將十分慘淡。

記者來到稻香東門店所在的大樓，
只看到大門緊閉，一個大大的紅燈籠黯
然地掛在那裏，長長的走廊分布着許多
VIP房和宴會廳等均關着大門，未見一
人走動，附近其他的餐館、娛樂等也都

是空無一人。
伍先生指出，春季是餐飲業的黃金

時期，去年春節假期時，客人都是要排
隊候位的。2019年除夕夜，原本其訂枱
都是爆滿的，但疫情爆發後就一直接到
客戶取消訂枱的電話。他又告訴記者，
他們僅東門店每個月租金加管理費就要
20多萬元（人民幣，下同），再加上工
資，一月所有支出至少需數十萬元。記
者初步測算，如果平均按東門店一家店
月損失數十萬來推算，其全國30多家連
鎖店月損失就過千萬。

佳寧娜集團董事會副主席馬鴻銘也
坦承，疫情確實帶來一些影響，但具體
情況他不願意作進一步透露。

伍先生強調，公司不會裁員，但會
實行輪休措施；暫停所有職位空缺聘人
；並將積極減少開支，包括嚴控水、電
、煤氣的使用，不作浪費以保持更久的
生存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