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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的工業何去何從？＊

楊俊文＊ ＊

不久前，我參加了在葡萄牙擧行的一個研討會。代表中也有來自廣東省和珠

海特區的經濟學家。由於在同一家酒店，晚飯後我們有機會坐在一起交談。在許

多問題上，我們的看法相當一致。例如中國發展的成就，中國需要改革開放來剌

激經濟起飛等等。但一談到澳門的工業，分歧就來了。廣東的朋友們都不看好澳

門 的 工 業 ， 認 爲 到 1 9 9 9 年 ， 澳 門 的 製 造 業 就 無 法 生 存 了 。

這些經濟學家認爲，澳門的成本結構，跟泰國、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當

然還有中國這些發展中國家相比，已不再具備競爭能力了。中國大量的廉價勞動

力會把澳門的廠商吸引往大陸，這樣一來，澳門祗可用來做貿易，而大陸才是生

產的基地，我們這裏也有不少人接受這一觀點。事實上，澳門不少廠家已經在大

陸設廠投產，“澳門的工業是否還有前途”這一問題，似乎已有了定論。假如答

案眞的是絕 對否定的話 ，我就應該 無謂多說了 。

不過，如澳門的廠商聽從廣東經濟學家所說，眞的把澳門的工廠關閉，則必

將導致激烈的聯 鎖反應，對澳門 的經濟和政治， 產生巨大的衝擊 ！

首先，由於製造業的消失，造成本地總產值百分之二十五的空白，試問可用

甚麼來塡補呢？對我們的銀行業、金融、運輸和保險業會產生甚麼後果呢？我們

的水、電等公共事業的利潤拿甚麼做保障呢？那些一夜之間因失業而陷入困境的

八萬多藍領工人怎麼辦呢？究竟有多少人能指望被吸納入服務行業，又有多少人

能再就業呢？假如百分之五十的失業工人不能受僱於服務業，按一家三口來計算

，就有超過十萬人要接受政府公共援助！澳門的繁榮安定就不能維持！這無論對

澳門政府或最終對中國政府，都是令人擔憂的隱患。所以，我們澳門人非要尋找

解決辦法不可。希望澳門和中 國政府緊密合作，取得突破 。

＊ “珠江三角洲的區域合作與發展”國際學術研討會上發表，一九九二年十月 。
＊ ＊ 澳門寶法德玩具廠常務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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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年來，我一直在思考這個問題。我想，祗要澳門的工業家和廠商下決心，

立足澳門，並且具備下面三個條件，澳門的製造業在二十一世紀，還是大有可爲

的 。

第一、 繼續多 纖維 協議， 保留制 衣業 的配額 制度 ；

第二、外國 廠商接受 澳門爲其打 入中國這 國世界最大 市塲的“ 發射站” ；

第三、最重要的，澳門的廠商具有應變能力，調整工業結構，以適應外界環

境的 變化 和工 業轉 型的 需要 。

Ⅰ、繼續多纖維協議

澳門 工業 產品 出 口的 80％ 來自 製衣 業 ，在 歐洲 和 北美 都享 有 配額 ，衆 所 週

知，配額制度是根據出口國過往表現來決定的。根據這一協議，低成本的國家（

通常是工業化較遲緩、低出口的地區），不論其價格如何，一律限量出口。祗要

有配額制度，就算 成本不斷提高而利 潤減少，澳門的製 衣業仍是可爲的 。

Ⅱ、打入中國市塲的發射站

“發射站”的構思，是我在三年前提出的。事實上，單是今年就這一專題，

我已做了兩次演講。爲免諸位感到沉悶，這裏我就不再老調重彈了。我祗想把這

一構思，扼要地介紹給也許還沒有聽過的同行和朋友 ：

（ 1 ） 澳 門 就 在 南 中 國 的 邊 陲 ， 佔 盡 地 理 上 的 優 勢 ；

（2） 許多 海外 公司看 好中 國成 本低 、工資 低、 工源 足，有 利於 產品 銷售 外

國 或 打 入 擁 有 十 一 億 人 口 的 ， 零 售 額 超 過 1 3 0 0 億 美 元 的 中 國 市 塲

；

（ 3） 然 而 外 國 廠 商 又 擔 心 中 國 大 陸 的 質 量 意 識 不 夠 ；

（ 2） 大 陸 跟 其 他 國 家 的 溝 通 有 時 相 當 困 難 ；

（5） 語 言 障 礙 和 大 陸 的 一 般 環 境 ， 也 使 人 員 培 訓 有 困 難 ；

（ 6） 中 國 對 外 的 交 通 運 輸 也 有 較 大 困 難 ；

（7 ） 由 於 內地 生 活 設 施 缺乏 ， 外 籍 專 門人 材 難 以 在 中國 長 期 居 住 ；

（8） 因沒 有適合 的學 校，外 籍人 士的子 女讀 書也有 困難 ，祗好 將子 女留 在

自 己 的 國 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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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若外 商和 投資 者利 用澳 門爲 基地， 以上 種種 問題 則較 容易 解決 ，因 爲
；

（1 0） 澳門 有直 通世 界各 地的 通訊 及運 輸設 備 ；

（1 1 ）澳 門可 提供 外籍 專家 所需 的大 部分 生活 設施 ；

（1 2）此外，澳門執行靈活的合約勞工制度，可隨時將內地的勞工，工程和

管理 人 員 送 來 澳 門 培 訓 ；

（1 3）經過幾年的培訓，再將原班人馬，整套送回內地工廠，這樣，從開頭

就可 取 得 高 質 量 生 產 效 率 ；

（1 4） 緊 接着 再 派送 新一 批 人來 澳 門培 訓 ；

（1 5）如此往返循環，澳門的工廠就變成內地工廠的培訓中心和技術服務中

心。同時澳門的工廠還可以用來生產難度較高的產品出口。澳門的產

品雖然比內地貴，但仍可與西方產品競爭。如果這一構思獲得海外公

司接納，澳門就會引來新的工業投資，形成間接的技術轉移，就連製

造 業 中 非 配 額 的 部 分 也 會 獲 益 而 順 利 地 跨 越 1 9 9 9 年 。

Ⅲ、轉型的應變能力

然而，上述頭兩個條件在很大程度上，受制於澳門以外的因素。例如配額制

度的存在，完全取決於進口國的政策。一旦進口國取消多纖維協議，澳門就將束

手無策；一旦沒了配額，我們的製衣業就沒辦法去跟包括中國在內的發展中國家

競爭。這就足以使出口收益很快化爲零。再說，海外公司未必留意到澳門可成爲

打入中國的“發射站”的優勢。如果他們不接受這個想法，就沒有新的海外投資

來澳門，間接技 術遷移的希望 就會變成泡影 。

這樣，剩下來的澳門唯一可把握的生存條件，就是我們澳門人，澳門政府和

中國政府緊密合作而不過多依賴“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國家”，這就要改變工業

結構。現在讓我們分析一下工業運作系統以及澳門和中國大陸相應的優勢和劣勢

。在圖表一、（工業運作系統），顯示中國在基礎研究和某些領域的應用研究處

於優勢，並且擁有大量廉價勞動力，在生產、特別是輕工業大量生產方面較強 。

而另一方面，澳門則在產品設計及手辦製造，工程技術，生產管理，產品質

量控制，市 塲推廣和服 務方面較強 。

諸 位 可 能 留 意 到 在 圖 表 裏 ， 生 產 一 攬 ， 我 標 出 澳 門 的 S 1 和 S 2 範 疇 ， 而 在

應用 研究 和產 品開 發兩 欄， 標明 S 3範 圍。 就定 在這 三個 方面 需要 結構 的改 變 ，

以適應工 業的轉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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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一】

工業運作系統

範疇一、國際消費市塲，正在向兩個明顯的不同類型螺旋發展，九十年代前

的大衆化商品模式已開始讓位給“夾縫”市塲，以滿足各種品味的高消費者的需

要。每一“夾縫”市塲都代表一專門的格調和功能不斷變化的精尖商品。爲了避

免貨量過剩或過時，零售商、批發商以至廠家都實行及時管理，及時滿足顧客的

需要之成爲“夾縫”市塲的競爭優勢。管理學家們預言，未來成功的廠商必須：

（ 1 ） 生 產 高 質 量 產 品 ；

（ 2 ） 用 較 低 成 本 生 產 小 量 產 品 ；

（ 3） 發 展 和 生 產 循 環 快 ， 周 期 短 的 產 品 ；

（ 4 ） 交 貨 快 和 準 時 。

這樣看來，澳門的工業家爲了生存，一定要努力實現目標，也就是要從大衆

。
化的大量生產轉型到高價值的小量生產，而把大量的低價值的生產留給中國大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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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這種從大量生產向靈活的小量生產轉型，並非意味着非要用昻貴的高

科技設備來更換現有的設備不同。首先要轉變的是生產管理的觀念。工廠的佈局

要修改，現有的機器設備要更新來配合轉型，形成“一條龍”平衡生產：培訓工

人掌握多種技能，從上到下都要強調質量管理，做到“第一次就不出錯”，避免

返工 而 造 成 浪 費 。

靈活及時的管理離不開強有力的資訊管理系統。也就是說，要有一高效率的

資訊網，能以最快的速度，爲及時投產、交貨取得市塲、技術和材料的信息以及

一個有 經驗、 有能力 甄選信 息來源 的管理 班子 。

另外，澳門還在以下 三個方面比大陸優勝 ：

1 ． 跟 外 界 接 觸 方 便 和 容 易 ；

2． 跟 外 國 市 塲 與 客 戶 打 交 道 有 辦 法 ；

3． 有 豐 富 的 趕 貨 和 生 產 的 經 驗 ；

我們要充分利用這三個優勢，作爲工業由大規模生產、尖的小量生產轉型的

基礎。而 澳門工業 的存亡 ，就看我 們轉型的 能力了 。

看一 下圖 表工 業運 作 系統 範疇 二（ S 2） ，可 以說 是澳 門 工業 未開 墾的 “ 處

女地”，也就是在這個範疇，我們可以面對中國的強勢以及“經濟合作與發展組

織國家”的嚴格限制（我指的是在醫藥、生物工程、食品和電腦軟件方面的限制

）而有所作爲的，是可以抗衡的。中國沒有一間製藥廠或生物工程享有美國食品

、藥物管理局的許可證明書。由於政治原因，目前中國很難取得這類許可證，但

葡萄牙管轄的澳門卻提供這樣的方便，中澳合資或與“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國家

”合資的企業則可大展拳脚，從事中國發展的藥品或其他有關的生物工程產品，

在 澳 門 製 造 出 口 。

同樣，澳門也是設立小型電腦軟件的理想地方。中國擁有許多傑出的軟件專

家，可以出口軟件去外國，但由於信任或保密原因，外國公司不願向中國訂貨，

但可能願意跟澳門購買這些軟件。而澳門的靈活的合約勞工制度，可以讓中國的

軟 件 專 家 在 澳 門 這 類 企 業 工 作 。 而 1 9 9 3 － 1 9 9 4 年 即 將 在 澳 門 設 立 的 聯 合

國軟件 研究所 將會提 高其國 際地位 。

第三 範疇 （S 3）： 應用 研 究和 產品 開 發可 以把 大 陸的 基本 研 究和 澳門 的 市

塲知識結合起來。我們還可以利用澳門的市塲知識，把中國國營企業的國防技術

商品化提供出路。因爲在這裁減軍備的時代，這些國營企業出售武器面對越來越

多 的 困 難 。

前面我已提到，除了澳門工業家的努力外，中澳政府的合作，也會促進澳門

工業的轉型。當然，這也可能涉及到雙方作某些政策上的改變。我想借這個機會

提出 一 些建 議 供決 策 者參 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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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

首先，澳門要創造鼓勵投資的環境，爲了達到這個目標，我們必須爲組織公

司提供方便，讓外國投資者和專業人材在澳門工作和居住，同時也改善澳門人口

的 教 育 素 質 。

（1 ）公司法：

澳門政府應考慮爲本地居民和非本地居民組織公司提供方便，以快成立公司

。許多國家，如英國、澳洲、香港、新加坡、加拿大等等，都有所謂“空殼”公

司制度。律師樓、會計師樓可以預先用通用的備忘錄和公司條款形式爲公司登記

，如果有人，不論是居民或非居民，想取得一間空殼公司，那麼祗要花很少的費

用， 把公 司的 股份 轉到 買家 的手 中， 公 司便 可以 在24小 時內 賣出 。轉 手文 件 一

經登 記， 立刻 生效 ，而 空殼 公司 的新 東 主， 也可 在48小 時內 馬上 開展 業務 活 動

。許多外商因嫌手續繁瑣而不願來澳投資。若收購變得快捷，則澳門作爲商業和

投資的 國際 都會 地位 也會 提高 。

有人認爲不必修改公司法，說在澳門成立公司已經比葡國快了。遺憾的是僅

“比葡國 快”是 不行的， 因爲澳 門還要 跟其他國 家和地 區競爭 ！

還有人說公司法是葡文寫的，因此，備忘錄和條款也一定用葡文寫。如果採

用“荷屬安的列斯”方式，葡文再附上驗證的英文本，那當然很好；若再加上中

、英文驗證本，那就更好了。

由於歷史的原因，澳門跟隨葡國的法律。不過到了今時今日，這已不成問題

。澳門政府可以修改現有的公司法，以利工業轉型。

（2）移民：

工業 轉型 需要 補 充專 業和 技 術人 材。 澳 門65％ 的 勞動 人口 ， 祗有 相當 於 初

中以下的教育程度，而受正規教育的人數就更少了。工業發展需要文化水平較高

的人材。值得注意的是，一些有良好教育人口的國家和地區，例如新加坡和我們

鄰近的香港，都給 合資格的外籍人士 永久居留權，以促 進其經濟的發展 。

例如在新加坡，祗要有公司或機構擔保，合資格的專業人士就可以當臨時居

民居住兩年。兩年後若僱主認爲他們有用，那些臨時居民就會轉爲永久居民。還

值得注意的是，新加坡一直物色來自中國名牌大學又在外國受過訓練的畢業生，

因爲他們認爲，中國人比西方人更易溶入新加坡的社會。同樣，香港照搬新加坡

的做法也快一年了。如果這種做法對澳門來說太快的話，我可否建議先做試點，

請一些教授、技術學校的教師來我們師資不足的大學、理工學院或職業訓練學校

？從中國聘請教師來澳門是最理想的，因爲大部分澳門學生祗懂中文。再說本地

的較低薪酬，也祗能吸引大陸的教師。還有，我們的移民政策，應方便外國的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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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者較容易獲得居留權，而不是繁瑣的手續和高昻的辦證費去刁難他們，由於近

幾年移民政策收 緊，使澳門失去 很多獲利機會， 我懇請政府認眞 考慮這一建議 。

（3 ） 教 育 ：

一所良好的大學，對澳門固然是重要的，但澳門的工業卻不能要等上四年才

等到幾個毫無經驗的畢業生。當務之急是用夜校來培訓工廠僱員，以提高他們的

技術能力。在這一方面下重本是值得的，是會取得長久的利益的。因爲這些人，

大都已在工廠工作，而且大都不具備移民外國的資格，因而會長期留在澳門發展

投資夜校培訓人材是非常合算的。除了給教師的薪金外，再不用花多少錢了

。可以利用現有中小學晚上空出來的課室上課，政府祗需花點錢租用這些課室。

再說，這樣的安排，對這些學校也有好處。因爲他們可以用出租得來的錢來添置

教 學 設 備 。

細算一下，培養一個全日制大學畢業生的錢，足夠培訓三、四名夜校的學生

，而且他可以把夜校 學生的知識，馬上應 用到日間的工作上去 。

。
爲了進一步說明我的論點，我想就美國、德國和日本的教育程度做一個比較

【圖表二】 國家（教育水平）對比

在圖表二，各位可以看到，經濟發展比較成功的德國和日本，小學和中學程

度要比美國高，儘管美國的高等教育，特別是研究院比較優勝。僅這個比較的結

果說明，勞動人口的 普通教育水平的提 高，要比強調培養 出幾個精英更有利 。

中國

其實任何地區，要想工業快速發展和技術遷移，有兩個主要先決條件：一是

人口質素；二是龐大的國內市塲。如果認爲澳門的工業生存對中國是重要的話，

就應認眞考慮以下幾個政策：

（1 ） 如果 我們 政府 採納 上述 的移 民政策 ，允 許教 授、 技術 學校 的教 師以 及

他 們 的 家 眷 移 民 澳 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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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 現 有 的 移 民 程 序 中 ， 讓 有 較 好 專 業 資 格 的 人 優 先 來 澳 ；

（3） 鼓勵 大陸 國家 企業 、特 別是 其中、 高層 技術 領域 的企 業來 澳門 ，與 澳

門 公 司 搞 合 資 ；

（ 4） 鼓 勵 科 研 單 位 與 澳 門 公 司 合 作 ， 從 事 產 品 開 發 ；

（5） 爲促 成上 述第 三、 第四 項合 資企業 ，請 允許 有一 定比 例的 產品 免稅 進

口 大 陸 ；

如有這樣的政策，我相信大陸和澳門的合作會不斷增加，而澳門新型工業的

發 展 也 有 了 保 障 。

今天我就澳門工業提出了一條路子。我強調了通過利用澳門的有利位置發展

強有力的資訊系統，來促進工業轉型。這樣，我們就可以 ：

第一、由 大衆商品 的生產 者轉變成 反應靈敏 的高精 尖產品的 製造者 ；

第二、跟大陸 合作而一躍 成爲整個工業 運作系統的 前哨和後盾 。

今天我還提出了 ，請澳門和中 國政府作適當的 政策變通，以 促成工業轉型 。

各位朋友：說到底，我們才是把握自己命運的主人。事在人爲，祗要澳門的

廠家下定決心，立足澳門，澳門的工業就有出路，就有作爲。假如沒有這個決心

，那麼我今天講的就全屬幻想，而我也成了一個“堂吉訶德”式的人物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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