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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 南京 - 2001 年 9 月 17 日

引言 

各位好！本人十分榮幸能在南京世界華商大會中與大家分享一些我對全球一體化、供應鏈管理及香

港與內地合作的一些看法。  

 
全球化的機遇與挑戰 

隨著科技進步，特別是通訊技術的進步和互聯網的普及，資訊、技術、貨物、資金自由流動，經濟

活動的全球化趨勢銳不可當，我們將要面對來自全球的競爭，但同時，我們將有可能把握來自全球

的機遇。  

 

現在，人民能透過互聯網的便利，享用來自世界各地的資訊、科技、商品與資金的資訊。此外，更

由於與交通運輸有密切關係的物流技術之提升、交易成本下降，消費者可以更有效率的進行跨國界

消費。  

 

在生産者方面，世界性分工變成可行，各種産品能在其最佳並最便宜的地方生産，快速而準確地送

到消費者手上，創造更巨大地價值。  

 

但是，在享受這些機遇地同時，我們所面對地競爭，再不單是一個省之內或者一個國家之內地競爭，

而是世界性地激烈競爭。時間與空間地縮短，使生活的壓力加大，人和企業都需要更靈活與快速地

轉變以配合社會地節奏。  

 

另一方面，由於分佈在世界每個角落地人可以分工合作，進一步的專業化是不可避免的。但只要你

擁有特殊技能，你甚至可以在家中自成公司，一面享受咖啡，一面工作。因此，此類的小型企業將

會有更蓬勃的發展。  

 

供應鏈管理 

在未來的資訊社會，企業必須具備高度整合及有效率的管理，成功的關鍵是要以最快、最低成本和

最高效益的策略回應市場需求。而供應鏈管理便是近十多年才興起的管理策略，它是總結了物流、

資訊流及資金流的雙向流動，並針對此而作出高度組織化和現代化的管理。  

 

供應鏈管理是以市場需求爲基點，整合與協調商品供應的各個環節，由供應商、製造商、分銷商以

至到達顧客手上的各個企業所組成的網路，使供應鏈各成員之間能有充分的合作與優化，一同以最

短的時間、最低的成本，創造最大的價值。  



 

我嘗試介紹一下我公司利豐集團的經驗，以說明供應鏈的管理。作爲供應鏈管理者，利豐會主動接

觸美國合歐洲的大型百貨公司或其他客戶，向他們提出生産及供應計劃，以爭取訂單。如果我們協

定生産十萬件成衣，客戶會給我們設計概念、流行趨勢、款式等資料，由我們負責具體的、適合生

産的紙樣設計工作。以後我們會做出三至四個不同的設計樣板，並提供不同的原料、布質、剪裁、

顔色等選項，連同有關的成本資料讓客戶選擇。客戶在決定採用的樣品後，我們將根據訂單，將整

個生産過程變成供應鏈裏的每一個環節。選擇最佳的原料供應商、挑選在世界各地的漂染廠、紡織

廠、紐扣廠。在這個訂單裏，不料可能來自韓國、美國或中國內地，在臺灣漂染，並在有配額的地

方，如泰國的數個工廠裏製成衣服。  

 

這不是一個傳統貿易商的工作！供應鏈管理者知道如何協調整個供應鏈的操作，擁有供應鏈各環節

的訊息，監察並管理每一個生産過程，選擇最佳的生産商。然而，單能掌握上述訊息及管理技術仍

不足夠，我們還需要對個別的生産環節進行融資，並加快交貨速度，我們完成整個訂單的時間很短，

以前是三個月，現在通常是四至五個星期就需要完成。  

 

我們需要保證不同國家的原材料能順利運到裝配製造的地方，要保證所有工廠的製成品的顔色和品

質有如同廠出品般的一致，在很多情況下，一個工廠沒有足夠的生産力能去完成整個訂單，通常要

二十多個工廠同時進行生産。  

 

此外，外國買家是知道哪一個工廠爲哪一個環節進行生産，我們也讓客戶知道生産商的詳細資料，

保證每一個工廠都是經客戶認可的生産商。這是一個有完整訊息的市場，供應鏈管理者不是倚靠資

訊的差異而賺取傭金的。  

 

爲什么外國的客戶願意付出鉅額的傭金呢？因爲我們包辦了整個生産過程，管理了供應鏈的各個環

節，我們能爲他們供應合乎品質，準時而又取價合理的産品。  

 

跳出利豐集團，而從香港的宏觀角度觀察，香港有三十萬間中小企業，它們當中有百分之四十是進

行跨國經營，它們也是供應鏈管理中的增值協調者，因爲不同行業中的企業在供應鏈管理上面對的

工作流程是差不多的。有些企業的訂單可能大一點，或是小一點，但都在香港公司的管理下運轉。

這個仲介協調者會不會被互聯網取代呢？我認爲不會，由於那些入門網站和網上交易所提供的只是

一個訊息平臺，並不能取代協調者的管理經驗及市場網路。這就是香港貿易商的核心能力所在，我

們定位于優秀供應鏈管理者的位置，管理一個跨越中國、亞洲地區的消費品供應鏈。香港企業在內

地和國際的商業連系、市場認識及管理知識是經過數十年的積累而成，並不會被一個訊息平臺所取

代。  

 

 



全球一體化下，香港與內地合作的新模式 

然則，在供應鏈的層面上，香港怎樣可以與內地合作，爭取全球化所帶來的機遇，迎接挑戰呢？我

認爲主要有以下方面：  

 

首先，加強香港作爲世界供應鏈管理者的角色。香港有五十年累積的市場情報、銷售業績、客戶網

路及營運管理經驗，可以扮演世界供應鏈管理者的角色，以強大的內地作爲生産基地，大力協助內

地産品開拓國際市場，促進內地産品出口。  

 

而且，中國即將加入世貿，進一步參與全球的經濟。我們所面對的不應是地區與地區之間的競爭，

而是考慮怎樣可以互相合作、協調彼此、互補長短，所以，我們的合作需要進入一個新的里程，爲

整個中國創造更大的價值。我建議在一貫的互補優勢上，將中國內地的勞動力資源和科研人才優

勢，結合香港資訊、運輸、金融和服務業的優勢，攜手掌握全球化所帶來的新商機。  

 

而物流是供應鏈競爭力的重要因素，交易能否完成和具競爭力，關鍵在能否把産品迅速準確地送到

顧客手上。香港地鄰近地區，特別是中國大陸，是主要製造業生産基地，需要把不同地點地部件或

製成品集中組裝外運。而香港作爲世界最大地貨運機場，擁有超過一百三十個國際及國內航點，每

日平均五百航班，全面地飛行航線網能爲貨主提供最多、最快地航運選擇。這樣，香港地國際機場

就扮演了空運樞紐的重要角色。此外，香港擁有亞洲其中一個最好的電訊和物流基建設施，海關的

手續也十分方便。配合企業的現代訊息系統，實現以一個地點存貨，服務十多個地區客戶的需要，

這將使企業減輕成本，增強競爭力。  

 

而香港國際機場已積極開展加強與內地的合作，於今年三月開始與珠江三角洲的二十個港口實現地

區海空運輸的一條龍操作。最近亦開通了香港與拉薩之間的定期航班。  

 

我相信，香港與內地的經濟將越來越密切，而兩地的競爭力將因爲更多的合作而更進一步的提升。

隨著全球一體化，每一個城市再不能獨善其身，我們應積極考慮如何合作，優勢互補，使我們成爲

具國際競爭力的經濟體。  

 

謝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