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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威海

关注

近近几几年年，，每每年年倒倒闭闭二二三三十十家家加加贸贸企企业业
大型加工贸易企业纷纷转型自救，撑不下去的只好关门

今年8月，威海市商务局联合海关部门对全市16家应核
销未核销加工贸易企业进行实地勘查发现，这些企业已人去
楼空，被确认为破产倒闭企业。

加工贸易是指经营企业进口全部或者部分原辅材料、零
部件、元器件、包装物料，经加工或装配后，将制成品复出口
的经营活动，包括进料加工、来料加工。市商务局加工贸易科
科长林建森介绍：“简单来说，加工贸易企业负责加工，挣得
是中间的加工费。”

加贸企业倒闭并不是偶然事件，2011年以后，威海每年
都会有二三十家加贸企业倒闭。能吸纳大量劳动力、解决城
市人员就业的加贸企业为何如此弱不禁风？严峻的经济形势
逼着它们“亮剑”。转型让一些企业突破重围，但实力较小企
业则在苦苦硬撑。

扎 今年已有16家加工贸易企业倒闭

位于高区的某服装进出
口企业在此次倒闭名单中。21
日，记者采访到曾在该公司工
作3年的前报关员李女士，在
她看来，“威海遍地都是服装
加工企业。”

李女士透露，公司共有
50人左右，属于中型的加工
贸易企业，主要做对美国的
来料加工，但公司于2013年

10月份宣告破产，“资金短缺
是主要原因。”

是利润低让企业走投无
路。李女士坦言，不少客户要
求的工期短、且把价格压得很
低，但在众多同行竞争的压力
下，公司如果不接单，就是等
死，一周2万件衣服的单算是
比较好的收益，但劳动力成本
高、为赶工期选择空运等，都

挤压了利润。
威海市商务局统计数字

显示，2013年，威海有884家有
进出口业绩的加贸企业，截至
2014年8月，共765家有进出口
业绩的加贸企业。据悉，由于
政府支持及市场形势较好，
2003-2004年，威海加贸企业
数量达到顶峰，约有1500家，
不过数量在2008年经济危机

后大幅减低，2011年以后，威
海每年都会有20-30家加贸企
业倒闭。今年则已倒闭了16
家，且有十余家企业集中在电
子、服装行业。

有销售业绩的765家加贸
企业中，多是电子类企业，服
装类其次，二者约占70%；从
企业结构分布来看，外资类企
业占大多数。

扎 埋头只赚加工费，经不起大风大浪

能吸纳劳动力、解决城市
人员就业的加贸企业接连倒
闭为哪般？林建森分析，国际
经济形势不好，而加工贸易企
业面临的困难更大，“因为它
们大都是劳动密集型企业，无
核心技术。”

加贸企业多是来料加工
且规模较小，只是负责加工这
个环节，没有技术、品牌、市
场、销售渠道等，产业附加值
较低使得盈利能力低，这也必

然导致它们应对经济危机的
能力较差，极易导致破产。另
外，小微企业经营不善，劳动
密集企业面临的招工难等都
是导致它们破产的原因。李女
士则认为，加贸企业属于低层
次的贸易形式，遇到经济危机
或风险，就招架不住。

有的企业则是因为招工
难使得经营难以为继。威海东
日技研电子有限公司是一家
韩资企业，为韩国某公司供应

电子配件，在这家公司看来，
年底怎么招人是他们最愁的
事。威海铭泉服装有限公司主
要从事对日出口家纺，经理曲
先生说，招工难是劳动密集型
产业面临的共同问题，用工荒
推动劳动力升高会挤压公司
利润。“只靠廉价劳动力赚取
微薄加工费而不是靠先进技
术生产高附加值产品的小作
坊企业，难以在激烈的市场大
潮中立足。”林建森说，各加贸

企业应该思索转型之路如何
走好。

至于加贸企业如何走出
困境，林建森认为，即便是已
经倒闭或者濒临倒闭的小企
业主，也知道高附加值产品转
型才是生存之路，可是限于资
金、风险和薄弱的底子，还有
转型的勇气，转型被看做是一
条万难之路。无疑，不走这条
万难之路，企业只能坐以待
毙，只有淘汰。

扎 小企业无力转身：撑着比转型更容易

说到转型，李女士认为，
小企业转型之路太难走，“没
有资金，没有实力，怎么转？”

曲先生所在的服装公司
加工厂因招工难使得工厂规
模一再缩减。

曲先生说，小企业面临
的最大困难是知识束缚，以
家纺行业为例，想做服装，人
员培训、科研投入成了问题，

“目前虽然生存艰难，但能生

存下去，而转型转不好则会
很惨，因此，撑着比转型更容
易。”

科尼渔具有限公司十年
前还是一家为别人做鱼竿的
公司，如今已拥有专属品牌
的大企业，在总经理刘先生
看来，“转型是个深刻的话
题。”转型需建立在资源整
合、品牌树立等各种准备工
作之上，非常复杂。每个企业

都有自身的定位，企业需要
根据自身的实际条件制定发
展策略，切勿盲目转型。他认
为，小企业自身实力使得转
型之路艰难。

中小企业难转型，束缚
原因都有哪些？

林建森分析，招工难成
为加工贸易企业发展瓶颈，
服装加工、电子、工艺品、水
产加工等行业的主要用工需

求对象为年轻女工，劳工性
别造成这些行业招工难；另
外，融资困难制约加工贸易
企业的发展，信贷条件苛刻、
缺乏有效抵押物、融资渠道
狭窄等因素让大批中小企业
面临银行贷款困难，制约企
业发展；工人工资提高、经营
成本增加等也压缩了企业的
利润空间，让中小加贸企业
步履维艰。

扎 大企业已华丽蜕变：铸就自己的品牌

与小企业艰难困境不同，
目前，威海已有部分加贸企业
完成了华丽转身，向高科技品
牌企业转变。在2013年山东省
商务厅扶持认定一批加工贸
易转型升级示范企业中，威海
新北洋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
司、双连制动材料有限公司获
得示范称号。两家企业分别获
得80万资金扶持，以投入产品
研发，提高产品档次和水平，
开拓国际市场，参加国际展
会，开展国际认证等。

双连制动材料有限公司
是首家向美国通用、福特和克
莱斯勒三大汽车公司配套的
原配供应商，现在出口至欧、
美、澳、非、中东等70多个国家
和地区。其实最初，双连同样
为国外公司做嫁衣，但“照葫
芦画瓢”地拿出产品，却因为
没有技术支撑，使得产品质量
饱受争议。为了引进技术，双
连从1998年开始多次引进国
内外摩擦制动材料研究专家，
为公司带来先进的技术、管理

经验、创新理念和思路。公司
技术中心相继开发了半金属、
低金属、陶瓷等30多种配方系
列刹车片，以适用不同地区、
不同车型、不同环境要求，产
品各项性能指标达到和超过
了国家标准。

双连制动材料有限公司
办公室主任姜先生则说，“苦
练内功，加大科研投入是公司
转型的关键推动力。”目前，公
司每年的研发投入都在千万
元左右。2013年，该公司科研

投入资金达890多万元，占总
销售收入超5%。现在，该公司
自主品牌出口额占总出口额
的70%左右。

“企业的发展就是一条
铸就品牌之路。”科尼渔具有
限公司总经理刘先生说，企业
进行了多年的探索，经历的队
伍建设、人才储备、海外销售
渠道规划等过程，该企业已打
出自己的高端渔具品牌，目前
该公司产品主要出口市场为
欧洲和东北亚。

本版统筹 李彦慧
本报记者 王 帅

加贸企业大都是劳动密集型企业，无核心技术成了最大的软
肋。 (资料片)

扎 企业贸易总量

每年增幅达15%

据悉，随着部分加工贸易企业转型
升级，贸易总量增长效果明显，结构也有
了优化。全市加工贸易总量从2002年的
18 . 8亿美元增加到2013年的87 . 7亿美
元，增加了4 . 7倍，年均增幅达15%。

近几年，加工贸易产品由手工艺品、
玩具、服装、食品加工、电组装等简单的
加工组装，发展到数控机床、打印机整
机、船舶、游艇等领域，产品结构也不断
改善。2002年全市加工贸易出口中，机电
产品占比41 . 66%，高技术产品占比为
1 8 . 2%；2 0 1 3年，机电产品出口占比
60 . 37%，高技术产品占比为39 . 8%。高
区形成以三星电子为龙头，60多家配套
企业组成的打印机及系列产品电子产品
生产企业；以光威集团、环球渔具为代表
的渔具及渔具配套产品生产企业，已经
形成全国最大的渔具生产基地，荣成依
托当地海洋资源和强大的水产品加工能
力，形成了以海产品精深加工为主的海
产品加工贸易基地。

近几年加贸企业的产业链条不断延
伸，产业链向上下游延伸，从过去的简单
加工向深加工配套深化，形成了机械加
工、电子信息、食品加工、服装加工等一
批完整的配套产业。高区依托三星、新北
洋等骨干企业，聚集了一大批电子零部
件配套企业；依托渔具生产，汇聚了一批
鱼线轮、钓鱼竿、包装材料、碳素布、鱼饵
生产企业并向全市辐射；迪尚集团的服
装设计、辅料加工、服装加工、市场营销、
境外研发、境外加工使威海服装产业真
正走向国际。

扎 加贸企业

“求关注”

如何生存下去？不少企业发出求关
注的呼声。

李女士说，政府部门应将政策多多
向加贸企业倾斜。林建森认为，政府应
在加强产业规划引导、延长加工贸易产
业链条、鼓励加工贸易企业设立技术研
发机构等方面支持加工贸易转型升级。
威海应借鉴日本、韩国等东亚国家和地
区的产业转型升级的路径和经验，加工
贸易的优化升级方向选取占领国际产
业分工链中具有高附加值的环节。

在延长加工贸易产业链条、完善加
工贸易配套协作方面，威海应引进和培
育带动性强、关联度大、聚集度高的龙
头项目，支持和鼓励有经济实力、有技
术、有品牌的加工贸易企业扩大生产规
模；支持本土企业与加工贸易企业发展
配套协作，提升加工贸易的整体工业配
套水平；鼓励加工贸易尽可能多地使用
本地原材料和零部件，提高原材料等中
间投入品的本地化比率，带动相关产业
发展等。

此外，政府还应鼓励加工贸易企业
设立技术研发机构，向自主研发领域投
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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