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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屆特區政府管治團隊即將上
任，工商界對候任行政長官李家超及其管
治班子期許甚深，期望能帶領香港更上一
層樓。許彼得接受《大公報》專訪時表
示，香港要步入強盛之路，關鍵在於能否
善用國家政策的大力支持，若能把握政策
東風乘勢而上，香港將會機遇處處。

規劃明確香港發展新定位
至於如何才能把握好政策東風，許

彼得強調，首先特區政府必須進一步加強
與內地各方面的交流，特別是 「十四五」
規劃綱要提出加強兩地各領域交流合作，
其中亮點，包括：加強粵港產學研協同發
展、完善廣深港科技創新走廊和深港河
套、便利創新要素跨境流動等，規劃明確
了香港發展新定位，並給予巨大政策支
持。因此，他認為，香港各界要珍惜及善
用以上相關的政策支持和定位，以更加積
極的姿態擁抱國家 「十四五」 規劃，致力
將政策化作實惠，並爭取成為推動香港經
濟穩步向上的重要引擎。

因為受到新冠肺炎疫情打擊，讓香
港經濟社會經歷十分艱難的局面，許彼得
提及，習近平總書記於2017年香港回歸
祖國20周年大會暨香港特別行政區第五
屆政府就職典禮上發表的講話中提到，
「發展是香港的立身之本，也是解決香港

各種問題的金鑰匙。」 許彼得指出，
「十四五」 規劃正好明確了香港發展新

定位，並給予巨大政策支持。

各行業加快發掘箇中機遇
因此，許彼得希望新一屆特區政府

管治團隊能深入及全面研究 「十四五」 規
劃，對香港各行業帶來的機遇，及如何才
能善用政策東風，既令香港經濟、文化及
創新科技等各方面更上一層樓，又令香港
可為國家作出更大貢獻。

除了整體 「十四五」 規劃，他指
出，內地各主要行業亦有出台 「十四五」

規劃，這些規劃詳細列明五年的目標及大
方向，均被內地相關行業及商會視為非
常重要的藏寶圖，對其相關內容作出全
面及詳細的研究，希望發掘箇中重要機
遇。

然而，他認為，現時特區政府、工
商界、大學及研究機構等，對相關研究
的深度和廣度仍有待加強，如此令商界
在捕捉機遇時，會出現看不清、摸不透
的困局，以致在龐大的內銷競爭賽中，因
未能掌握政策先機，可能落後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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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疫情反覆
不定、美國進入加
息期、俄烏衝突等
不明朗因素，香港

企業對今年歐美出口形勢不甚樂觀，
然而卻對龐大的內銷市場寄望甚深，
特別是 「十四五」 規劃、粵港澳大灣
區發展規劃綱要等，為內地及大灣區
未來發展注入重要動力，港商應趁着
現時香港品牌在內地有叫座力之際，
研究內銷策略，否則 「蘇州過後無艇
搭」 。

談及開拓內地市場，特區政府、
各大小商會、大學及香港貿發局等機
構，確需研究清楚 「十四五」 規劃及
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等國策，
分析如何才能將政策化為實際機遇。
事實上，不少人認為，雖然港商作為

內地改革開放的先鋒，理應是 「內地
通」 。可惜的是，不少人對內地的了
解，特別是國策上仍是一知半解。即
使特區政府、商會等大力舉辦許多研
討會，可惜內容流於表面及照本宣
科，對港商實際幫助有限。

再者，除了國家 「十四五」 規劃
外，各主要行業亦制定 「十四五」 規
劃，像電子商務、冷鏈物流、現代能
源體系、新型儲能、汽車業等，均詳
細列明5年間的目標及大方向，值得
相關業界人士詳讀。然而，香港對這
些行業 「十四五」 規劃的研究似乎十
分不足，將妨礙行業掌握國策所帶來
的機遇，令港商處於不利位置。故
此，特區政府、商會應聘請真正了解
內地政策的專家長駐香港，為港指點
迷津。

港商宜聘專家
助力拓內銷

新聞
分析

李
永
青

與日企合作 事無大小都要報告
在很多人印象中，日

本企業很長情，一旦建立
合作關係即等同擁有長期
飯票，令人羨慕不已。然

而，與日本企業合作超過20年的香港毛
織出口廠商會會長許彼得坦言，所謂長
期飯票之說只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出現，
現時日企也講求生存之道，需要拚價
格，必要時亦會轉換供應商。況且，與
日企打交道有很多細節需要注意，而
且事無大小都要報告溝通，箇中甜酸
苦辣，非親身經歷者難以明白。

談及與日本企業合作，許彼得透
露，不少朋友未曾與日本企業做生意，
因此直覺認為 「您就好啦」 。真正與日
企溝通起來，並非如外界想像般
「筍」 。與日本人做生意，始終帶點不
似是做生意的感覺，而是像幫助對方解
決問題，加上日本人着重每項細節，幾

乎會事事都要報告的境況，究其原因是
需要掌握整個生產流程，以便應對上級
查問時有所交代。這種幾乎每事交代和
報告的做法，實在令一些人士感到 「水
土不服」 。

再者，與日企合作也要接受對方的
商場文化。許彼得稱，過往曾經歷每兩
個月便到日本一次商討合作進度，除了
開會外，對方幾乎安排好全日行程。
「例如，試過下午四點到公司開會，會

安排好晚膳，其後更要暢飲一番，翌日
早上繼續開會，其後又安排與職場朋友
飯局，席間培養彼此感情。同時，日本
人飲食也有很多細節，如先飲啤酒，再
飲燒酒，之後才是清酒，若仍未盡興，
則會飲威士忌。單是飲食已這麼多細節
和禮節，少點注意也不行。」

雖然與日企合作多年，許彼得坦言
仍感到日本經濟沒有太大起色，而且每

況愈下。近年日本經濟似是被韓國所取
替。舉例說，以往大家經常談論日本時
裝，近年已較少人提及，似乎除了
UNIQLO外，很多人都不知其他二線品
牌。相反韓國急促冒起之中， 「其境況
尤如以往大家追捧日本明星，現在變了
追韓星，由追看日劇變為追韓劇。」

另外，不少人對日本印象很
好，以為日本很先進，但許彼得
指出，日本人在日常生活上，很
多做事手法都很保守，故必須
多了解，才能避免誤會。被問
近年流行購買日本房地產，他
曾有一段時間，很流行在日本
投資Airbnb，但當中亦存在風
險，只要有鄰居反對便不可繼
續做下去，完全令投資者 「企
咗喺度」 ，故投資日本要留意
各項風險。

注重
細節

疫情難料 穩守為主
回想持續逾兩年的

疫情對企業的衝擊，香
港毛織出口廠商會會長
許彼得形容，在疫情初

期，影響真的非常大，最嚴重是客戶
第一時間將已下的訂單叫停，即使已
付運的貨，對方亦不願付款，至於工
廠裏大批員工，即使停工也要顧及他
們生計，如何處理相關問題，實屬一
項大考驗。事實上，面對諸多挑戰，
有廠家堅決採用 「三三一」 策略承接

訂單，而此舉有生意做也
增加風險。

幸好，至2020年下半
年，大約7月至8月份期
間，情況開始漸漸正常，

而且疫情亦催生網上消費模
式。他說，由於不少品牌在數
字化頗為成功，故客戶生意理
想，廠家訂單也不會太差。然
而，疫情亦令原材料價格急
升，事實上去年原材料價格勁
漲，不少加價十多巴仙（%），
但因供大於求，迫使廠家只能
「硬食」 貴價原材料。

大品牌三折促銷 值得深思
另邊廂，對於美國進入加

息期之影響，許彼得認為，加
息會影響消費力及客戶財務，
因此出口商必須購買相關保
險， 「要買保險，無可能為
慳1元，而博100元。」

許彼得形容，現時市場剛
性需求並非太強，加上

近幾年棉料等原
材料一直走高，
但卻無法向客戶

加價，故現時應持盈保泰，穩守為
主。 「現時並非去爭住做10幾億、20
億大生意的時候，若有8間廠，或要關
閉其中3間來應付各項挑戰。」 談及短
期前景，他坦言，感到有些困難。

從商多年的許彼得觀察到一個現
象，使人們對眼前境況更需思量，該
境況就是，眼見近期某大國際知名運
動品牌要靠大減價來促銷，這或反映
出某些情況。 「現時全世界很多人鍾
意休閒服、波鞋，而這些可算是天之
驕子級數的大品牌，在過去一、兩年
沒有積極採購，當前卻要做到三折促
銷，甚至買多幾件可再折。見到這個
情況，是否預示有什麼負面事情？實
在值得深思。」 許彼得直言不諱的
說。

「三三一」策略搶單 風險增加
再者，疫情如何發展下去，實屬

未知之數。許彼得稱，從商多年，即
使市況再差，但始終有應對方法，惟
現時前景其中一個風險，是 「睇唔
清」 ，令業界忐忑不安。

然而，即使當前環境有諸多挑
戰，仍有廠家堅決大膽搶訂單。他透
露，儘管原材料不斷漲價，又無法轉
嫁給買家，令人難以置信的情況卻在
此刻出現，竟有廠家採取 「更平都
做」 的策略搶單。他估計，這些人的
策略是首三成訂單忍痛虧本照做，爭
取之後三成訂單賺多一些，而最後一
成訂單就 「好和味 」 ，即 「三三
一」 策略。當然，廠家承受的風險會
增加，目前歐美付款期一般為120天，
部分行家甚至接受長到180天。對此，
他坦言，難以明白如何接受到如此要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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