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緬甸崛起的機遇：工業區和經濟特區

物流及基建設施的差距，以及投資優惠的不同，是工廠選址的主要考慮因素。

緬甸是東盟一個中型國家，低薪工人供應較充裕，加上營商環境不斷改善，對有意把勞動密集型生產活

動遷離華南的外國投資者來說吸引力越來越大。

從事服裝及鞋類等勞動密集型產業的港商，若要在緬甸挑選設廠地點，可考慮該國的工業區或經濟特

區，此舉既可享受緬甸政府提供的特定投資優惠，亦可利用當地基建及物流支援較佳的優勢。

本文分析緬甸兩個較受歡迎的工業區和3個正在發展的經濟特區的情況，藉此評估在中短期內這些地區

是否適合香港製造商設廠。

製造業集中於仰光各工業區

緬甸為鼓勵私營部門從事製造業，並培育產業集群，於1990年代首次設立工業區，藉此在全國各大城市

及其附近地區建立生產活動基地。

經過多年的發展，工業區的數目逐漸增加。目前在仰光已設立20多個工業區。仰光是緬甸前首都，與其

他地區相比，交通更為方便，基建設施亦較完善，包括一個最近已升級改造的國際機場，以及多個處理

該國大部分貨物貿易的港口。因此，現時緬甸大部分勞動密集的出口導向型產業都集中在這個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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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工業區大多專門以私營製造企業為對象。各工業區均設有委員會，通常由投資者、政府官員及/或

相關公共機構代表組成，負責日常管理工作。

各個工業區的管理辦法及服務標準有所不同，其中南達貢(South Dagon)及蘭黛雅(Hlaing Tar Yar)等

多個工業區已採取措施，提升其設施，包括建設電力分站、安裝後備發電機及廢水處理設施等。

仰光市內及其附近的工業區，路況很不一樣。一般來說，鋪裝大道的狀況良好，寬度可容重型貨車包括

貨櫃車行駛。不過，通往工業園內個別工廠的道路，部分路段狀況欠佳。由於排水甚差，在季風季節時

路況會很壞。許多地方沒有路燈，加上重型貨車做成的坑洞，駕駛絕不輕鬆。

仰光港是市內的內河港口，距仰光各個工業區約20至30公里，現在處理約90%的緬甸對外貿易。由於仰

光中部的河流較淺，仰光港的水深不能靠泊大型貨櫃船。由於貿易量持續增長、港口基建落後，以及貨

物裝卸效率低，港區內經常出現貨船堵塞情況。

因此，有些製造商寧願使用緬甸迪拉瓦國際碼頭(Myanmar International Terminal Thilawa，簡稱

MITT)。這個多用途貨櫃碼頭位於仰光市中心以南25公里，由香港和記港口集團經營。MITT地理位置雖

然較差，但卻能提供符合國際標準的服務，在漲潮時可靠泊載貨量超過1,000個標準貨櫃(TEU)的較大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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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櫃船。

製造商可與工業區的管理委員會洽談土地租賃協議，在區內設廠經營。在緬甸，基本上僅允許本國投資

者買地，不過外商與本地合資的企業可租用辦公室或商業樓房。

近年來，鑒於緬甸政府推行改革，加上中國的生產成本輾轉上升，不少人預期外資將大量湧入，於是買

地囤積，導致地價大升。為解決工業用地閑置問題，仰光地區政府於2016年5月組成檢查小組，對全市

工業區進行實地監督檢查。預計仰光地區政府將宣布新措施，以騰出數以百計的空置地塊。

明加拉當：符合國際標準的工業園

明加拉當工業園內的一條鋪裝道路。

明加拉當工業園 (Mingaladon Industrial Park，簡稱

MIP)位於仰光市中心以北約20公里，距仰光港24公里，

於1990年代末由緬甸政府與一家日本私營公司組成的合

資企業發展，以吸引外商 投資。明加拉當工業園是該

國第一個在公用設施及交通基建方面已經達到國際標準

的工業園。

仰光高速公路項目現正按公私合作模式發展，將可大大

改善來往明加拉當工業園的交通。該高速公路項目總值

6.2億美元，首期全長20.5公里，有4條行車道，由昂山

將軍路(Bogyoke Aung San Road)的Yaykyaw交叉口通往

明加拉當工業園。該項目獲緬甸政府提供官方發展援助，承擔項目總成本的20%，並由韓國兩家建築公

司樂天建設 (Lotte E&C)和漢拿建設(Halla Corporation)與緬甸Capital Diamond Star Group組成的

韓緬合資企業興建。

香港貿發局研究部最近到緬甸實地考察時發現，比起仰光及其附近的其他工業區，明加拉當工業園內及

周圍的 道路保養得很好。區内有眾多外資製造商，有些僱用超過1,000名員工。這是明加拉當工業園與

其他在仰光和曼德勒的工業區的最大差別。後者的製造商都是小 規模經營，最多僱用數百名工人。

明加拉當工業園的一家工廠。

明加拉當工業園以其優越的地理位置及設施取勝，所有

地段均已租出。由於屬長期租約，有時會有公司遇到問

題，向工業園管理層提出「回購安排」，從而終止租

約。不過，最近幾年，明加拉當工業園對轉租較靈活處

理，租戶在組織生產活動和控制現金流方面有更大的迴

旋餘地。

雖然明加拉當工業園有許多大型外資製造商，不過管理

委員會強調，他們也歡迎中小型廠商。目前，租戶主要

經營紡織服裝、食品、電器及電子產品、機械及配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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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料、皮革、製藥等行業。

截至2016年1月，明加拉當工業園共有30家租戶，其中11家為香港公司[1]，從事服裝生產有6家，電鍍

兩家，而手袋、光學鏡片及手錶零部件則各有一家。其他主要租戶則來自日本、中國內地和韓國。

蘭黛雅—仰光最大的工業區

蘭黛雅工業城的一家中資鞋廠。

蘭黛雅工業城(Hlaing Thar Yar Industrial City) 於

1995年建立，面積達567公頃，是仰光最大的工業區。

截至2016年1月，工業區共有超過650家工廠經營，五大

行業是穀物(221家)、盥洗用品(127家)、食品(83家)、

服裝(74家)及建築材料(28家)。區內約有50家外商獨資

企業，其中中國公司和韓國公司各有20多家，位居前

列。

與明加拉當工業園一樣，蘭黛雅工業城幾乎所有地段已

經開發，不過有些廠房正空置或翻新，準備招徠新租

戶。有意在仰光投資的香港製造商可考慮在蘭黛雅租用廠房，據業界消息稱，每平方米基本租金約3至

3.5美元。不過，仰光其他工業區也有空置廠房出租，可供香港公司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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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特區向外國投資者提供更佳投資優惠

在1990年代，緬甸工業區的發展處於起步階段，重點主要是推動國內製造商為當地市場服務，對吸引外

商直接投資的考慮不大。

目前大部分外商是在《2012緬甸外商投資法》的法律框架下進行投資活動。《緬甸經濟特區法》於2014

年頒布，作為《外商投資法》以外的另一種投資途徑，旨在促進正在發展的3個經濟特區的投資。這3個

經濟特區是迪洛瓦(Thilawa)經濟特區、土瓦(Dawei)經濟特區和皎漂(Kyaukphyu)經濟特區。值得注意

的是，土瓦已於2011年通過其經濟特區法。

經濟特區法設立一個法律框架，提供比《外商投資法》更佳的優惠，包括減免進口稅和商業稅。區內既

有的製造商不能全面享受提供予外國投資者的財政優惠。

在行政上，每個經濟特區的投資許可證申請均由其管理委員會審批，與在《外商投資法》下的運作不

同。根據《外商投資法》，投資者須通過中央系統，向緬甸投資委員會申領投資許可證。經濟特區採取

相對分散的申請制度，旨在縮短審批程序，為外國投資者建立更佳的營商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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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個經濟特區仍處開發階段

迪洛瓦經濟特區的總開發面積達2,400公頃，位於仰光市中心一小時車程內，是目前3個經濟特區中發展

最快的項目。A區佔地400公頃，第一期項目於2015年9月投入營運。目前已遷入的公司大多來自新加

坡、日本、中國內地、泰國、香港及台灣，從事服裝、食品飲料和建築材料等輕工業。據稱，鈴木汽車

公司(Suzuki Motor Corporation)已同意在迪洛瓦經濟特區建設新工廠，於2018年開始生產。

迪洛瓦經濟特區擁有靠近仰光市中心的地利，而土瓦和皎漂經濟特區有國際深水港，得以增強吸引力。

土瓦經濟特區位於曼谷以西約300公里，是與泰國進行跨境貿易的理想基地，而其深水港也將打開從緬

甸西部前往馬六甲海峽的新門戶。

土瓦經濟特區的發展雖然出現一些延誤，但首期項目已在2015年展開。2016年6月，緬甸和泰國政府重

申雙方推進特區發展的承諾。

皎漂位於緬甸西北部，與中國雲南省之間的石油和及天然氣管道已投入營運。然而，由於環境及土地所

有權等方面發生爭議，以及民族和宗教關係緊張，皎漂經濟特區項目仍處於前期發展階段。但是，香港

貿發局研究部與皎漂管理委員會官員在仰光會面時，得悉該計劃正在推進，包括為輕工業提供工業園

區。

2015年12月底，由中國中信集團牽頭的財團獲選定為主要發展商，建設皎漂經濟特區的深水港和工業

園，項目發展有望加速，不過整個經濟特區預計最快在2038年建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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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區還是經濟特區?平衡財政優惠與商業風險

就目前而言，緬甸的經濟特區與工業區相比，為投資者提供的財政優惠更佳。然而，這僅是外資製造商

考慮的因素之一，尤以有意近期在緬甸設廠者為然。

迪洛瓦經濟特區首期僅在2015年9月開始營運，另外兩個特區仍處於前期開發階段，因此該國《經濟特

區法》所訂立的外商投資機制還未經考驗。根據世界銀行《2016年營商環境報告》，在合同執行方面，

緬甸於189個國家/地區中排第187位。該國能否有效處理經濟特區內的法律糾紛仍未可知，可能促使外

國投資者考慮改在該國歷史較久的工業區投資，因為這些工業區已建立行之有效的程序。

這3個經濟特區只要全面發展，可望提供比工業區更佳的設施及支援，因為有些工業區的基建設施已相

當殘舊。然而，在此期間，仰光發展較成熟的工業區，如明加拉當和蘭黛雅，公用服務及交通基建的質

素較合理，應是香港製造商最實際的選擇。

[1]  這11家香港公司是：緬甸達新工業有限公司、緬甸亞洲光學國際有限公司、偉特(緬甸)有限公

司、偉祥(緬甸)繡花廠、Linda Fashion (Myanmar) Co Ltd, EMC Manufacturing Co Ltd, Sinob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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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wellery Co Ltd, Designtime Myanmar Co Ltd, Hua Tai Enterprise Co Ltd, William (Myanmar)

Co Ltd和 JCK (Myanmar) International Co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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