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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印刷企业如何进军内地及海外市场？ 

资料来源：《印艺》2005年第2期 整理、摄影：陈秀清 

(编按：本文取材自香港贸易发展局于二○○五年一月十七日举行之「香港印刷及

包装业商聚一会」研讨会)

新年伊始，经济已有复苏迹象。规划新一年发展之同时，眼见本地以外的市场商

机处处，不少留守香港的印刷、包装商，或有进军内地及海外市场的打算。但如此

「大胆」构想，对从未踏足有关领域的印刷商而言，纵是不可多得的机遇，亦难免需

面对重重挑战。

到底要进军内地及国际市场，印刷商需具备哪方面条件？需作哪方面的配合？而

香港面对竞争对手当前，价格再无下调空间的局面，又有没有优势可望突围？

香港印刷业属出口导向

香港作为世界四大印刷输出中心之一，产品约有七至八成均作内销之用，本土性

远较其他制造业为高。但由于其他印刷中心包括美国、德国及日本，产品有近九成均

供内销用途，故与之相比，香港其实算是较为出口导向，在出口欧美及其他国家市场

方面，均占有一定地位。

根据贸发局研究部的统计数字显示，自2002年起，香港印刷品整体出口表现稳步

上扬，其中2004年首10个月更录得18%的增长。而同期不同种类的印刷品出口亦有良

好表现，除了广告材料、商品目录、设计配件、报纸杂志等出现零增长，其他如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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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绘画或着色簿、纸制标签、书籍及明信片均有15至26%的增长。

包装物料的整体出口表现亦有上升趋势。单是2004年首10个月，已有9%升幅。由

于大部分制造业均北移内地生产，包装业为毗邻客户，将工序迁移至国内，故内地成

为香港包装物料出口的最大市场，所占比例接近六成。

内地国际市场空间处处

中国入世后，不少跨国企业均在国内设立办事处，甚至厂房，中国成为世界工厂

的角色日益明显。随着各行各业于中国投资生产，包装印刷的需求日益提升，内地服

务业随着中国经济改革开放发展而起飞，对内销印刷品市场质量要求愈来愈高，包装

装潢印刷企业亦开始面对市场急速膨胀，不少企业已开始寻求合适的合作伙伴。数据

显示，中国西部10个省分占全国面积约50%，人口占23%，印刷消费仅占全国的不足

20%，故单是西部地区的印刷品市场，已极具发展潜力。与其余3个印刷中心相比，中

国的人均出版物每年消费总值均较其为低，显示中国印刷市场尚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21世纪节香港印刷业面对全球竞争力的挑战。为吸纳更多

客户，拓展销售市场，不少印刷商很容易以减价作为唯一策略。研讨会中，讲者不约

而同提到胡乱掀起减价战的祸害。勤达印刷集团董事总经理邝天立指出：「印刷业为

求生存而以减价应战，甚至有些将价就货。但减价战只能为同业带来短暂的减价利

益，长远而言，却会赔上同业声誉。」香港包装专业协会会长张伟轩亦劝戒同业：

「竞价已不再是出路，不要只着眼于价格竞争，应该看看自己还有甚么优势。」可

见，削价并非开拓市场的最佳策略。

至此我们难免要问，价格以外，香港印刷同业在进军国际及内地市场的优势又在

哪里？

香港印刷业具国际视野

香港印刷业商会理事谢葆德表示：「香港印刷业多年来与外国出版社、企业接

触，在与外国交流及接订单方面是其有相当优势的。香港同业能透过出席不同展览

会，令物料选择及采购方面的层面更多样化，最重要的是印刷行业具备全面的服务知



识。」香港印刷同业沟通能力强，亦兼具国际视野，较能明白外国印刷买家的需要，

这是不争的事实。张伟轩认为，香港印刷业「对外国客户的相关要求，及双方的文化

差异均较有认识。」再加上「香港同业一向较守规则，重视合约精神，国际形象极

佳，与欧美、东南亚等国家洽谈生意，具有一定优势。我们必须加以发挥此优点，让

印刷买家认识我们的长处。」

摒弃削价减少营运支出

近年来，香港印刷业的成本，包括纸价、工资及运费均有上升趋势，而价格又有

下调压力。要摒弃恶性减价竞争，又要在价格方面保持竞争优势，印刷同业实可从节

流方面入手。邝天立于分享勤达营运经验时表示：「近年来印刷业成本上升得最显着

的是纸价。为应付纸价上升，我们会先预测纸张需求，在纸价较低时会多购入些纸

张，以享受折扣优惠。亦会与供应商保持良好的长期合作关系，共同商讨互惠互利的

解决方案，以节省不必要的开支。」除了用纸，亦可着眼于其他营运成本，以减省支

出。「例如物流方面，以往我们从香港转口货物，现在则大部分经由深圳盐田转口，

节省了不少物流成本。」早于数年前，有部分印刷企业北上设厂，以利用国内廉价的

劳动力，减轻生产成本。但对小规模的印刷厂而言，北移厂房涉及庞大开支，似乎并

不值得考虑。邝天立认为，他们其实可从新的经营及思维方式入手，以走出困局。

「员工自第一天加入公司，我们已有一系列培训计划，让员工能发挥所长，提升他们

工作的满足感。另外，我们每年亦会与专业教育学院合作，确保公司每年也有不少人

才加入，以形成良性循环。」

掌握当地法规及市场要求

要进军内地或国际市场，了解当地法规或消费者的要求为当中最大关键，特别是

包装业，在这方面更不能掉以轻心。香港贸易发展局助理首席经济师潘永才指出：

「美国、英国有超过20ㄔ的消费者购物时会考虑环保因素。欧洲国家，尤其是北欧国

家对此要求更高，他们不单要求产品本身不会损害环境，连包装物料亦需能循环再

用，或对环境构成最少影响，故印刷商所采用的包装物料及油墨必须符合环保要

求。」张伟轩亦提到：「德国已根据消费者要求立例：假如电器用品彩盒包装显示的

产品图像，与该制品的实际颜色不符，消费者有权要求退货。」他反问：「有意进军

国际市场的包装印刷商可以想想，这项要求的难度到底有多高？以目前色彩管理的水

平又是否能做到？」

中国入世，各行业陆续进入境内投资，对印刷品的需求及要求持续提升，故多留

意市场变化，掌握瞬息万变的形势，并对新技术持开放态度，实为印刷厂商打入内地

及国际市场的不二法门。邝天立表示：「近年来，很多现代讯息技术，也应用在印刷

方面，例如数码色彩管理、CIP4、JDF 的应用，也为客户的产品开发注入新元素。」

潘永才亦指出：「JDF 其实是印刷业的ERP(企业管理资源系统)，有助厂家在估价、

入账及物流方面的管理，是有需要考虑的发展。」唯有勇于接纳新技术，在印刷方

式、生产流程及管理理念方面不在墨守成规，香港印刷业才可望由传统工业转型为现

代媒体加工服务业，拓展更大市场。

规管以外发展空间尚存

内地对印刷业的规管较为严格。国内于2001年8月修订的印刷业管理条例订明：准

许外商以独资形式经营包装印刷，亦准许外商与中方合资经营出版物及其他印刷品印

刷。谢葆德指出，碍于对出版物意识形态的管制，有关法规暂时并无放宽趋向，厂商

在考虑进军内地市场时，不妨考虑与内地企业建立合作关系。「内地业务人员对内地

市场的熟悉程度较我们为高，不少内地印刷企业大多与地方政府及不同部门建立合作

关系，有利办事。内地在印刷专才培育方面相当完善。高等院校如北京印刷学院、武

汉大学、上海理工等均为行业提供了能作为管理人才的大专生。」不过受严格规管的



出版物以外，行业其实尚有其他发展空间。「很多没有书号的印品，例如产品目录、

手册、指南等，均没有被纳入出版物范围内，未必需要审批，可见商业印刷仍然存在

一定发展空间。另外，国内容许百分百独资经营包装装潢企业，包装装潢涵盖范围广

阔，各行各业的包装物料及商业目录，其实有部分算是包装装潢印刷品的一种，而内

地政府亦容许独资经营包装企业部分经营范围面向外销市场。」

善加利用香港品牌效应

不可忽略的还有品牌效应，能够善加利用的话，它其实是厂商拓展商机，扩大市

场的无形资产。邝天立提到：「印刷业虽然不是产品，亦可成为品牌；印刷业是服务

业，服务业也是产品，企业形象亦可构成价值，是种无形资产。香港印刷企业可利用

品牌效应，致力推动产品开发，令产品增值，提升印刷品在海外市场的竞争力。公司

集中资源建立品牌，比花费资源在减价战，来得更有效益。宏观来说，不但能令企业

获益，对整个印刷行业亦有良好影响。」谢葆德分析香港印刷业的优势时亦提到：

「香港印刷同业掌握特殊印刷技术，这些都是内地仍然缺乏的优势，这种新元素，就

很值得加以推广。」除了技术，为客户提供全方位解决方案、高质素的服务，亦是建

立香港品牌的最有效途径。

东欧西欧市场仍待开发

常说商机处处，香港进军内地及国际市场已非朝夕之事，不少大型印刷企业，早

已在本土以外的市场占一席位，新踏足的印刷厂商，到底还有否生存空间？张伟轩指

出：「香港是亚洲地区的主要城市，我们应该看得宏观点，不单是国内市场，还应看

看亚洲有没有出路……东南亚以外，欧美又会否有市场，我们是否有优势？这才是我

们的出路所在。」邝天立也认为：「除了国内，西欧、东欧仍有待开发。中国市场商

机处处，但法国、德国、匈牙利、奥地利、意大利等市场亦不可忽略。根据政府统计

署的统计数字显示，2003年1-10月与2004年1-10月比较，香港印刷品出口欧盟国家，

升幅达29%，可见欧盟国家对香港印刷品的需求亦很强烈。除欧盟外，其他东欧国家

如土耳其，所占的出口比率的确微不足道，但亦有增长，极有潜质成为未来香港印刷

品其中一个出口国。同业目前可先了解当地市场文化，搜集足够资料及数据后，才可

望更有效快速打入有关市场。」

地区      香港印刷品出口升幅(03年1-10月VS 04年1-10月）

全球      18%

中国      10%

欧盟      29%

美国      20%

日本      1%

台湾      -5%

澳洲      26%

营商环境瞬息万变，香港印刷业应居安思危，多作交流，对新科技持开放态度，

创新经营管理模式，摒弃减价战，集中资源作良性竞争，并积极培训印刷专才，打入

内地以至国际市场，在环球印刷市场上举足轻足，必然指日可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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