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東一家科技公司內，工人正在組裝口罩機 中新社

由於趕上了內地口罩
市場的火爆期，然後又順利取得一家

大型口罩廠的N95口罩貨源，口罩經銷商張生
今年真是賺完人民幣賺外匯，做得風生水起，
但他的朋友老李卻沒那麼幸運。

老李是一位企業家，多年經營積累了可觀
的財富。今年疫情爆發後，他的生意受到很大
影響，眼見口罩市場火爆，他籌集到上億資金
，押注口罩市場，並指望從中大發橫財。

老李從內地一家大型口罩廠訂購了大批
KN95口罩，起初每批貨物都能快速轉手，但隨
着內地疫情逐漸好轉，KN95口罩在內地市場已
不像當初那樣受到歡迎，銷量隨之下滑。

此時，供貨商的產能也出現富餘，拖欠的
現貨一次性交付給老李。但是國內銷售並不順
利，老李只得打起了出口的主意。問題是，美

國政府對於中國生產的
KN95口罩態度反覆無常，多次指責其性能不合
格，並收緊進口政策。而老李的供貨商遲遲未
能獲得美國FDA的口罩緊急使用授權，其他國
家也找不到銷路，這批貨物始終無法順利出口。

「進價13元，現在賣15元人家都不要，為
什麼呢？就是因為KN95出不了國，國內現在又

沒需求。 」
老李的口罩只能
在倉庫中堆積如
山。所幸在朋友的
鼎力幫助下，目前大部
分口罩已經銷售給國內
一些醫院，但售價只略高
於成本價，扣除成本幾乎沒
有利潤。

如果算上籌集資金所需支付
的高額利息，再扣除中間商的佣金，
以及倉庫租金和人工成本等，即使口罩
最終能全部售完，老李這筆生意絕對是蝕到
入肉。保守估計，虧損額將超過1000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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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疫眾生相：蜂擁產口罩 瘋狂搵快錢

搶罩搶機搶爛市 價起價落價失常

在低端口罩產能過剩的情況下，口罩機生產廠
商也將面臨殘酷的市場洗牌。業內人士估計，一大批

企業可能很快就會慘遭淘汰。
在前期嚴重供不應求的情況下，口罩機也遭到市場瘋

狂炒作，價格從十幾萬元炒到上百萬元，KN95全自動口罩機
的價格甚至被炒到200萬元。
在當地政府的提議和協調下，原本從事自動化和機器人研發生

產的江蘇領拓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從2月15日開始研發新型口罩機，
不到一個月即成功產出N95全自動口罩切片機、全自動兒童口罩機（一

次性）等多款產品。領拓智能總經理孫玉明表示，實際上公司的口罩機出
廠價一直比較平穩，在疫情最緊張時也沒有多大變化，但是市場上有人專門

倒賣和炒作，拿到口罩機現貨甚至是期貨後層層加價轉讓。
即便如此，仍有很多人願意加價搶購。因為在疫情爆發初期和上升階段，口

罩的利潤非常可觀， 「早一天生產就早一天賺錢，可能只要幾天時間，一台機器
的本錢就回來了。」 孫玉明說。

市場火爆之下，很多企業臨時轉產口罩機，一些企業甚至僅憑網上公開的口罩
機圖紙就開始生產，這樣做出來的產品雖然外觀上像模像樣，但是經常無法正常生產

。由此竟然催生了一個火爆的新職業，即口罩機調試員，調試一台口罩機的收費高達2
萬到8萬元不等。

不過，隨着口罩需求下滑，目前口罩機市場也在趨於平靜。孫玉明表示，現在N95口
罩機仍有市場，但其他口罩機市場已經進入衰退期，訂單出現大幅下滑，價格也已回落。
他認為，在市場趨於平靜的情況下，口罩

機企業必須考慮轉型，大量臨時轉產
的企業勢必會遭到淘汰。領拓智能

也將根據國內外疫情的變化，適
時回歸主營業務，而口罩機將
成為公司的技術儲備，而不是
未來的經營重點。

口罩機粗製濫造
調試員收費飆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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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蘇蘇州常
熟市場監管
局查獲該市
虞山鎮關龍
勞保用品廠
生產的200萬
隻假冒日本
YOSHIDA醫
用口罩。

湖北省仙桃市市場監管局對
該市依婭防護用品有限公司
進行執法檢查，發現當事人
未取得醫療器械生產許可證
，銷售無廠名廠址、無產品
質量合格證明的一次性醫用
口罩29萬隻。

湖北省荊門市市場
監管局查獲該市眾
普大藥房銷售的20
萬隻標稱 「飄安」
牌一次性使用口罩
為假冒產品。

天津市市場監管
委查處該市長江
醫藥有限公司等
銷售假冒 「3M」
口罩案。

湖南省瀏
陽市市場監管

局查獲無產品合
格證明、生產廠
名、廠址、中
文標識的 「
三無」 口罩
共計83.05
萬隻。

有人風生水起 有人虧損千萬

疫情爆發後，大量內地企業轉產
口罩。據官方統計，2月初內地口罩日
產能約為2000萬個，但實際日產量只
有1000萬個，而到2月29日，日產量已
經飆升至1.16億個。企查查專業版數據
顯示，截至4月4日，內地經營範圍包
含口罩且正常運營的企業共計6.9萬家
，其中，有1.9萬家企業是在1月25日
疫情爆發後新增的。

「口罩盲」紛紛入市
口罩產能產量和生產經營企業的

劇增，確實在短期內有效緩解了口罩緊
缺的局面。但是，也有一些不良商家趁
機渾水摸魚，大發國難財。一家大型口
罩生產企業高管老趙表示，由於疫情初
期口罩等抗疫物資極為緊缺，很多地方
都降低了審批門檻，大批企業和個人蜂
擁而入，其中難免魚龍混雜、泥沙俱下。

「很多人對不同口罩的具體分類
、質量標準、關鍵參數等基本常識一無
所知，隨便買幾台口罩機就開始生產，
純粹是為了賺快錢。」 老趙透露，一些
作坊式的小口罩廠根本沒有無菌生產車
間，甚至自身的衛生條件堪憂，還有口
罩廠為了節約成本，竟用低端劣質熔噴
布甚至普通無紡布取代高端熔噴布，如
此生產出來的口罩不僅達不到防護效果
，長期佩戴還可能對身體有害。

為了順利進入市場，一些沒有生
產經營資質的小口罩廠就花錢掛靠在具
備資質的大型口罩廠，以後者的名義對

外生產經營。還有一些大口罩廠在訂單
超出自身產能的情況下，將部分訂單 「
分包」 給其他小口罩廠，如此操作導致
極易引起質量問題。

「疫情催生了一批賺快錢的企業
，很瘋狂。」 口罩機生產企業江蘇領拓
智能科技總經理孫玉明坦言，很多企業
盲目進入口罩市場，到處搶購口罩機。

為避免後期發生糾紛，領拓智能
的銷售人員經常詢問前來購買口罩機的
客戶是否擁有生產經營資質和原材料等
等，並且提醒他們口罩市場也有風險，
如果不熟悉市場最好不要涉足。 「但是
很多人根本聽不進，他說我有場地、有
資金，利用起來賺點快錢。」孫玉明說。

低端產能嚴重過剩
不過隨着內地疫情逐漸受控，口

罩需求量下降，市場已經出現變化。口
罩經銷商張生表示，內地一次性醫用口
罩和普通防護口罩產能已經嚴重過剩，
競爭極其激烈，口罩廠都在打價格戰。

目前，一個一次性醫用口罩的出
廠價一般在1.2-1.5元（人民幣，下同）
。其中，熔噴布成本為0.5元左右，加
上裏外兩層無紡布和耳帶、鼻樑條的成
本後，就要0.8元左右，再加上人工成

本、機器損耗、水電、房租等等，很多
口罩廠和經銷商的利潤已經非常微薄。

但N95/KN95和N99/KN99等規格
的高端口罩產能仍然不足。張生透露，
雖然現在內地市場N95/KN95及以上級
別的口罩需求也已下滑，但國際市場嚴
重供不應求，價格和利潤仍非常可觀。

據悉，內地一家獲得美國FDA緊
急使用授權（EUA）的大型口罩廠，
其N95口罩在中國的現貨交易價為40元
，加上中間商的中介費為43元，再經
過中國和美國其他中間商的層層炒作後
，運抵美國市場的批發價高達12美元
左右，零售價甚至超過30美元，折合
人民幣200多元！

暴利誘惑之下，以次充好、偽造
資質等情況屢見不鮮，甚至形成一條灰
色產業鏈。張生說，目前市場上有人大
量收購沒有商標、沒有外包裝的 「白板
」 口罩（即沒有加印商標的口罩成品）
，價格越低越好，收購回來後再胡亂印
上N95/KN95等認證，甚至直接仿冒知
名品牌口罩，然後進入國內外市場。

不過隨着國內外監管機構加強監
管和查處力度，絕大部分口罩廠的出口
之路被封死。張生表示，目前已有一些
低端口罩廠關門大吉，而更大的破產倒
閉潮還在後面。

新冠疫情蔓延，令口罩成為全球 「硬通貨」 。以往銷
路不暢的口罩機也搖身一變為 「印鈔機」 ，一台台口罩機
上 「吐出」 的一個個口罩，也彷彿變成一張張鈔票——起
初是人民幣，後來是美元、歐元、英鎊……供求嚴重失衡
的情況下，哄搶炒作乃至弄虛作假之風隨之而起。不過隨
着內地疫情受控及市場監管收緊，口罩及口罩機行業正在
發生巨變，各種悲喜劇輪番上演：有人快速收回成本，也
有人虧損多達千萬人民幣；有人賺完人民幣賺外匯，有人
已經倒閉破產……

大公報記者 賀鵬飛

▲
工作人員在哈爾濱企業的生產車間調試口罩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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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得美國FDA授權的N95口罩

醫用口罩
層層轉賣謀暴利
（貨幣單位：人民幣）

中國現貨交易價 40元

中間商A 加價

運抵美國

中間商B 加價

美國市場批發價 約85元

零售價 超200元

大公報整理

1

2

3

4

5

6

▲口罩機生產線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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