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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經濟保持高速增長，特別是近年內
地生產及各項成本急升下，不少外商在越南
建廠，而貿易戰之後，外商加速在越南設廠
。香港生產力促進局主席林宣武表示，越南
擁有大批年輕力壯的勞工，5700多萬勞動人
口中，年齡介乎15至39歲者佔一半。同時，
該國重點支持電子、服裝、汽車機械業，又
對高新技術、環保、基建、軟件生產等，提
供稅務優惠，對相關產業有一定支持。

自2015年7月1日起
生效的投資法（LOI）和
企業法（LOE），為越南
的投資制度提供了指導方

針，當局主要支持十個產業發展，包
括：科研與開發、可再生能源、高科
技、農業及水產品、環保、教育、體
育與文化、基礎設施發展、資訊技術
、醫療，投資以上行業可能會獲得更
多的獎勵。

同時，當局會將不同行業和地區
提供稅務優惠，若投資高新技術行業
、環境保護、基建、軟件生產及配套
產業，或在極度貧困的地區、經濟區
、高新區投資，可免企業所得稅4年，
之後9年減免50%。

據悉，越南地方政府會將透過投
資流程選擇投資者，若屬政府傾向的
科技業，取得建廠執照的速度將會比

傳統產業更快，而一些像電鍍等污染
行業，雖然沒有明文禁止，但實際難
以申請牌照。

越南經濟情況越南經濟情況
人口：9743萬
年齡中位數：30.9歲
語 言：越南語（官方）、英語
土地面積：310070平方公里

國內生產總值增速：
2019年：7.02%

國內生產總值產業佔比＃：
農業：15.3%
工業：33.3%
服務業：51.3%
＃為2017年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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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充裕的勞動力是吸引港商到
當地設廠的因素之一，但由於受過高
等教育的勞動力和技術勞動力的比例
仍然較低，預計在僱員培訓方面需要

大量投資。另一值得關注的是，近年越南勞動力
成本不斷上升，2015年至2018年間，越南製造業
和建築業的平均月工資以每年8%左右的速度增長
，而不同地區的最低工資由292萬越南盾（約125
美元）至418萬越南盾（約180美元）不等，但加
上其他費用與加班費等，估計平均月薪至少300美
元。

生產力局報告指出，前年越南全國勞動力總
數約為5750萬人。年齡在15到39歲之間的勞動力
幾乎佔全部勞動力的一半。截至2018年一季度，

約39%的勞動力從事農業，35%從事服務業（
2014年為32%），27%從事製造業和建築業（
2014年為22%）。報告顯示，農業勞動力正在向
服務業、製造業和建築業轉移。受過至少3個月職
業培訓、職業中學、職業學院和其他高等教育的
就業人口預計約為1160萬人，約佔就業總人數的
21%。在越南，只有12%的就業人口受過高等教
育，故受過高等教育及技術勞工比例偏低。

另外，當局規定每日工作小時數上限為正常
工作條件下8小時或危險工作條件下6小時，但每
周不得超過48小時。員工在工作時間內享有至少
30分鐘的休息時間，在晚上10點至早上6點的工作
時間內享有至少45分鐘的休息時間。

加班方面，一般上限為每天4小時、每月30小

時和每年200小時。在某些部門，經勞工事務管理
局批准，可將工作小時數延長至每年300小時。加
班費至少為正常工作日實際時薪的150%；周末至
少為200%；在公眾假期或帶薪休假日，工資至少
為300%。

另外，商會人士透露，近年越南勞工權益意
識高漲，令不少企業感到頭痛，其中一個原因是
廠家將中國的管理方法用於越南，不時指罵工人
，令當地員工反感。因此，港商必須多與當地員
工溝通，重視勞工訴求及視工會為平等的合作夥
伴，才能有效化解彼此矛盾。再者，自貿戰後，
許多外商湧到越南設廠，勞工供應漸緊張，特別
欠缺熟手技工，而製衣廠已過多，現時才去開製
衣廠，亦非易事。

勞動力充裕 工資成本逐年增
勞工
法則

越南歡迎外商，並致力吸引外
國投資者，僅少數行業限制外籍人
士投資。中國內地和香港公司可以
選擇設立不同類型的企業實體，政

府允許設立100%由外資控股的企業，如有限責
任公司或股份公司等。但由於涉及不同監管部門
，建立企業的過程仍然複雜。

在越南，有限責任公司是外國投資者最常用
的商業結構，因為對責任和資本的要求較低。這
種獨立法人實體由其成員即持有人出資設立，而
出資金額則被視為權益（或註冊資本）。有限責
任公司不允許發行股票，此外，公司成員數量限
制在50人以內，成員須對公司的財務義務負責。

中國內地或香港投資者可採取兩種形式設立
有限責任公司。一是100%外資企業（所有成員
都是外國投資者）；或由外國投資者和至少一名
本地投資者構成的合資企業。最低資本要求方面
，一般而言，對中國內地及香港公司設立的有限
責任公司並無最低資本要求。但當局通常期望投
資者起初會根據業務規模，相應投入合理的註冊
資本。註冊資本必須在註冊證書頒發後的90天內

投入公司，在越南設立有限責任公司平均需時大
約兩至四個月。

至於合資企業是自然人及或法人為了共同開
展業務，達成協議後而成立。投資者可以選擇作
為大股東（擁有超過50%的股份），或作為小股
東（擁有少於50%的股份）加入合資企業，但法
律也要求外國投資者在合資企業至少持股30%，
同時對特殊行業的最大佔股比例也有相應要求。

一般而言，對投資者設立合資企業並無最低
資本要求，但規劃和投資部（MPI）可要求企業
滿足特定行業的資本要求。在越南建立合資企業
平均需時大約兩至四個月。

資本要求低 有限責任公司成主流
投資
法制

自越南改革
開放以來，迅即
成為東南亞最理
想的投資地區之

一，憑着豐富天然資源、勞動力的優勢，
吸引大量外資湧入，經濟穩步增長，特別
是貿易戰以來，越南更成為廠家的樂園，
外商源源不絕在當地設立新廠，各處都是
欣欣向榮之景象。然而，港商投資當地前
，要充分評估工資上升情況，甚至要有缺
工的準備，更要事前清楚了解當局歡迎哪
些產業，方能減少失誤。

事實上，近年越南經濟發展快速，港
商除了可將該國作為生產基地外，更可考
慮拓展當地市場，並以越南作為進軍整個
東盟市場的立足點。當然，投資前港商可

熟讀生產力局的東盟報告，以便對當地有
基本了解，再參加貿發局或商會的考察團
，親身了解當地實況，並與當地已落戶的
企業或華商會多接觸，需要時也可與中國
駐越大使館商務處尋求諮詢，務求將風險
減至最低。

再者，為商者應時刻留意政局變化之
影響。還記得2014年中越曾因南海主權
問題而發生爭議，越南民眾發動了連串針
對中國此一行動的示威與抗議，其後更失
控演變為對包含日本、中國香港、中國台
灣等地區在內的部分外資之打、砸、搶、
燒暴力攻擊，不但令廠家損失慘重，更有
多人傷亡。因此，港商要盡力與政治保持
距離，不評論和參加當地政治活動，奉公
守法及善待員工。

熟悉東盟營商環境的林宣武接受《大公報》獨家
訪問時表示，東盟各國中，越南可算是發展最快的國
家之一，且優點頗多。首先，該國長期政治穩定，對
外商頗具吸引力。再者，年輕勞動力充裕，吸引大量
外商到當地設廠，而經過多年發展，該國已成為全球
第十大電子產品出口國，更是全球第二大紡織、製衣
及鞋履出口國，相關產業發展理想。

他又指出，該國的物流在東南亞國家排名處於中
高位置，在2018年世界銀行的物流績效指數（LPI）
中，越南在160個國家中的總體LPI排名第39位，比
2016年的結果有所提高（在160個國家中排名第64位
），在東盟國家中越南排名第3。

交通基建仍較落後
越南的基建仍較落後，道路系統約為23萬公里

，其中約60%的道路為塊石路面，且大部分道路的
車道少於四線，沒有單獨的交匯處。因見及此，該國
交通基礎設施正在擴張，政府未來在基礎設施投資會
增大，預計到2040年將投放超過6000億美元，以改
善基建。

商會人士指出，1986年越南推出政經革新運動
，對外開放經濟，揭開了整體轉型的新時代，重要轉
捩點在2007年越南加入世貿組織（WTO），進一步
促使越南與全球經濟接軌，現時越南已名列全球最活
躍的新興市場之一，並指該國經濟改革之路與中國有
頗多相似的地方，故一些曾到內地投資設廠的港商，
能將相關經驗應用在越南。據香港生產力促進局調查
顯示，73%受訪者打算增設新廠房，而最受歡迎的
地區為越南，其次為柬埔寨、緬甸。至於選擇生產線
或廠房所在地的考慮因素，最大考慮是政治穩定，其
次為稅務要求及優惠、營運成本開支等。

越歐自貿協定7月生效
談及越南的吸引力，按該局出版 「東盟製造業發

展指南──機遇與挑戰」 越南篇指出，越南已與多國
簽定自貿協議，包括：中國、日本、韓國、智利、印
度、澳洲和新西蘭，而歐洲議會已批准越南與歐盟自
貿協定最快在7月生效。分析指出，越南與歐盟自貿
協定生效後，預計該協定將撤銷雙方99%的出口關
稅，並給予歐盟企業在越南有更多投資機會。歐盟作
為越南的第二大出口市場，相信越南可從新協定中受
惠，將來越南產品出口歐盟將更具競爭力。

報告指出，當局有一項2016至2025年關鍵行業
的發展計劃，旨在吸引國內外投資進入這些行業，為
越南企業進入全球價值鏈創造切入點，主要扶持的行
業包括電子、服裝紡織和鞋類、高科技及汽車。當局
就十個產業向外國投資者提供支援及投資獎勵，包括
：資訊技術、科研與開發、可再生能源、高科技、農
業及水產品、環保、教育、體育與文化、基礎設施發
展、醫療。若港商從事以上產業，一定程度上可獲政
府支援。

前言：
中美貿易戰以來，美國向數千億美元中國貨加徵關稅，很多企業為了規避風險，紛

轉往東盟設廠，但苦於人生路不熟，無從開展。香港生產力促進局出版 「東盟製造業發
展指南──機遇與挑戰」 ，詳細介紹東盟情況，《大公報》獲授權刊出報告，並誠邀該
局主席林宣武，以其縱橫東盟多年的經驗，為港商指點迷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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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記者 李永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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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百萬人 資料來源：香港生產力促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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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是越南的第二大出口市場
，越南出口當地具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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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對高新技術、軟件生產等行業，提供
稅務優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