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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節及本文件其他部分所述之若干事實、統計數字及數據部分乃取來自多份
政府官方刊物。儘管各董事已採取合理謹慎措施以確保有關事實及統計數字自此
等官方政府來源準確轉載，惟該等事實及統計數字未經本集團、獨家保薦人、 [編
纂]、 [編纂]、包銷商、彼等各自之聯屬人士、董事及顧問，或參與 [編纂]之任何其
他人士獨立核證，而彼等對該等資料之準確性或完整性概不發表任何聲明，該等資
料可能與其他現有之資料不符及可能不準確，故不應過份倚賴。

於本節內，有關相關行業之資料乃引錄或摘錄自若干循一般及╱或公開途徑
可得之文章、報告或刊物，或獨家保薦人為認購人之獨立公開資源提供商。該等文
章、報告及刊物之著者與編者均為獨立第三方，而彼等之編製並非由本集團或獨家
保薦人委託或資助。本節所述之地理區域與在相關資料引錄或摘錄來源所用者具有
相同涵義。

委託弗若斯特沙利文編製之報告

本集團委託獨立市場研究及諮詢公司弗若斯特沙利文分別就中國及日本市場之雨
傘行業進行分析並編製報告。本集團已向弗若斯特沙利文支付費用人民幣750,000元，
並認為此費用反映市場費用水平。弗若斯特沙利文於一九六一年成立，在全球設有40

個辦事處，擁有超過2,000名行業顧問、市場研究分析員、技術分析員及經濟師。弗若
斯特沙利文從事行業研究並提供其他服務。弗若斯特沙利文自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在中
國成立辦事處以來，服務已遍及中國市場。弗若斯特沙利文在中國所涉及之行業包括
農業、化工、材料及食品等。

弗若斯特沙利文報告包括本文件所引述有關中國及日本雨傘市場之資料以及經濟
數據。弗若斯特沙利文編撰其報告時所用的方法包括對中國及日本之雨傘及陽傘行業
多個資料來源進行一手及二手研究。一手研究透過對業內專家及本集團主要競爭對手
的經驗豐富的專業人士進行面對面及電話訪問開展。一手研究涉及訪問領先的行業參
與者，而二手研究涉及審閱公司報告、獨立研究報告及以弗若斯特沙利文的研究資料
庫為基礎的數據。

弗若斯特沙利文已根據雨傘及陽傘行業之行業常識製作不同市場數據。弗若斯
特沙利文已對行業參與者及專家進行一系列深度訪問以得出其對有關中國及日本塑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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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傘市場之市場規模、市場動態、市場驅動力、市場約束及未來趨勢之調查結果及分
析。弗若斯特沙利文亦透過反復核對來自不同類型之組織及不同層次之參與者之資料
以及對比來自其他渠道（如有關官方統計刊物或有關部門之公開發行物之二手研究）之資
料核證來自行業參與者及專家之資料，以確保其編製之報告與行業慣例所得知識一致。

收集資料及編製研究時，弗若斯特沙利文假設(i)全球及日本經濟於預測期間有可
能復甦；(ii)於預測期間，概無自然災害等外在衝擊影響原材料之供需；(iii)消費模式
轉變、購買力增加、樂觀之經濟前景及生活方式改變等驅動因素均可能維持中國零售
市場快速發展；及(iv)中國雨傘及陽傘市場預期將受到全球消費品市場復甦、中國消費
模式轉型、產品創新及差異化、技術升級及新材料應用等驅動力驅動。研究結果可能
受該等假設準確性及該等參數選擇所影響。

中國雨傘及陽傘市場概覽

塑料雨傘及陽傘

雨傘及陽傘行業屬勞動密集型行業。中國雨傘及陽傘行業受益於充足之低成本
勞動力資源，並在過去數年迅速發展。到二零一三年，中國已成為世界上主要之雨傘
製造商及出口商。截至二零一三年，中國布質雨傘及陽傘業處於發展後期，大量從業
製造商導致行業高度分散。儘管到二零一三年出口仍為主要銷售渠道，但有趨勢顯示
眾多公司正在將市場重點從海外市場轉向國內市場，尤其是在二零零八年金融危機之
後。同時，截至二零一三年，與發達市場相比國內市場遠未成熟。作為雨傘及陽傘行
業之類別之一，塑料雨傘行業於二零一三年仍處於初期發展階段。與中國布質雨傘及
陽傘行業相比，僅寥寥數家製造商使用POE及EVA等環保材料製造塑料雨傘，因為該
等材料在中國尚屬新潮。截至二零一三年，於該等製造商中，按銷量計算，本集團乃
中國最大，甚至是亞洲最大之塑料雨傘製造商。

於預測期間，可預測更多公司將更加努力建立及鞏固自身品牌形象，及塑料雨傘
有可能在不久將來成為新趨勢。隨著客戶需求多樣化，更多新細分市場有可能呈現。
隨著主要製造商崛起，市場有可能變得更加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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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乃中國最大之出口目的地

截至二零一三年，中國乃世界上主要之雨傘出口商。於過去數年，中國之雨傘出
口一直保持快速增長。根據中國海關總署之數據，於二零一三年，中國雨傘出口總金
額約為20億美元。於二零一三年，亞洲、歐洲及南美分別約佔中國雨傘出口總金額之
54.4%、20.2%及10.5%。二零一三年十大出口目的地為日本、菲律賓、美國、香港、
韓國、巴西、泰國、印度尼西亞、意大利及德國。十大出口目的地為出口總額貢獻
53.9%。按出口金額及出口量計算，日本乃中國雨傘及陽傘最大之出口目的地。於二零
一三年，約12.5%之出口金額及約11.4%之出口量流向日本市場。日本眾多大型雨傘零
售商（指連鎖便利店及百貨商店）已與中國供應商建立穩定、長期之合作關係。日本有
可能在隨後數年持續在中國雨傘出口市場中佔據領先地位。

日本塑料雨傘市場分析

塑料雨傘之價值鏈

大部分塑料雨傘由日本貿易商或批發商採購。日本零售商很少直接向中國採購雨
傘。若干大型零售商需要採購成千上萬種商品，並傾向於依賴可提供多種商品之貿易
公司。此外，透過向大型貿易公司採購，零售商可有效降低存貨風險。對中小型公司
而言，與向中國直接採購相比，向貿易公司採購之成本甚至更低。貿易公司由於採購
量大而能夠取得更低之採購價。

貿易
公司╱
批發商

 

95.0% 

塑料雨傘
製造商

 

便利店╱雜貨店
 

 

藥店

100日圓店

 

百貨店及超市
 

5.0%      直銷  

製造商  中介公司  零售商  

資料來源：弗若斯特沙利文

就零售市場而言，便利店及雜貨店乃主要渠道。日本之便利店市場高度發達，有
逾5萬家便利店。該等店鋪主要位於地鐵站、居民區、寫字樓等。一旦人們需要購買塑
料雨傘，總能在該等店鋪輕易找到。估計約70.0%之塑料雨傘在該等店鋪出售。藥店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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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日圓店乃購買塑料雨傘之其他場所。幾乎15.0%之塑料雨傘在該等藥店出售。該等
100日圓店佔據塑料雨傘約15.0%之銷量。百貨商店及超市一般出售布質雨傘而非塑料
雨傘。

連鎖便利店市場不斷整合，三大經銷商覆蓋網點總量一半以上。就網點數量而
言，最近數年該等領先之經銷商一直積極擴大業務。從二零零八年至二零一三年，三
大經銷商覆蓋之網點數量由約2.92萬家增加至約3.81萬家，複合年增長率為5.5%。預期
領先之經銷商快速擴張使市場進一步整合。領先之便利店日後有可能佔據更多塑料雨
傘銷售額。大型零售商一般向少數（一般少於五家）貿易公司採購塑料雨傘，並傾向於
與可靠貿易公司建立長期合作關係。就塑料雨傘製造商而言，與該等主要貿易公司建
立穩定之關係成為主要之成功因素。

便利店乃塑料雨傘之主要銷售終端。估計約70.0%之塑料雨傘在該等店鋪出售。
一旦人們需要購買塑料雨傘，總能在該等便利店輕易找到。根據弗若斯特沙利文之資
料，鑒於本集團乃日本塑料雨傘市場之主要供應商之一，預期便利店增加將適度驅動
日本塑料雨傘市場之發展及本集團銷售業績。

中國在日本塑料雨傘進口市場之地位

直桿雨傘進口市場：二零零八年至二零一三年進口金額及數量
金額：十億日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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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日本財政部、弗若斯特沙利文

就日本市場而言，塑料雨傘一般佔總進口直桿雨傘近70.0％。台灣曾為日本之主
要採購地。自二十世紀九十年代起，台灣雨傘行業逐漸被中國大陸取代。日本進口商
開始與中國製造商建立合作關係。自此，中國逐漸成為日本直桿雨傘及塑料雨傘之最
大採購地。自二十一世紀以來，中國已在日本直桿雨傘及塑料雨傘進口市場佔據主導
地位。於二零一三年，按金額及數量計算，日本逾98.0%之進口直桿雨傘來自中國。除
中國外，有少數國家向日本提供直桿雨傘，尤其是塑料雨傘。主要出口地包括台灣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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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柬埔寨、泰國及越南等東南亞國家。東南亞國家之勞工成本低於中國，但行業鏈仍
不發達。憑藉良好之質量、發達之行業鏈及與日本公司建立之長期合作關係，預期中
國將在隨後數年保持主導地位。

表面消費數量預測

與其他市場相比，日本人對塑料雨傘之接納度更高。受二零零八年經濟危機影
響，塑料雨傘之表面消費從二零零八年之約72百萬把下降至二零一一年之約70百萬
把。於二零一二年，日本經濟進入上升通道，塑料雨傘消費達到歷史高點約76百萬
把。然而，二零一二年存貨過剩限制了二零一三年之數量，及二零一三年消費了65百
萬把塑料雨傘。由於預期日本經濟將於隨後年度復甦，塑料雨傘表面消費亦可能適度
增長，於二零一七年達到約69百萬把，於二零一三年至二零一七年之複合年增長率為
1.2%。

中國勞工成本之分析

二零一零年至二零一三年中國製造行業員工及工人之平均工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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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中國國家統計局、弗若斯特沙利文

隨著中國經濟穩健增長，中國人民工資水平已逐步提高。於二零一零年至二零一
三年，城鎮私營企業中製造業員工及工人之平均工資由每年約人民幣20,090元增至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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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約人民幣32,035元，複合年增長率約為16.8%。同期，城鎮非私營企業中製造業員工
及工人之平均工資由每年約人民幣30,916元增至每年約人民幣46,431元，複合年增長率
約為14.5%。

由於勞工成本為製造業（包括雨傘製造商）之主要成本，工資上漲預期將會令生
產成本壓力增加。因此，該等產品之價格於未來數年可能會上調以抵銷增加之成本。

主要原材料價格

下表載列二零一零年至二零一三年本集團主要原材料之平均價格。

二零一零年至二零一三年中國LDPE及LLDPE之均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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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Wind、弗若斯特沙利文

LDPE及LLDPE

自二零一零年以來，LDPE及LLDPE之價格經歷類似之波動。由於乙烯為主要之
石化產品，原油價格波動對LDPE及LLDPE之價格有直接影響。該等產品之價格於二零
一零年下半年達到高點後一直跌至二零一二年中期。原油價格下跌及下游需求疲軟導
致二零一二年LDPE及LLDPE之價格下跌。於二零一三年，發達經濟體復甦推高原油價
格，導致LDPE及LLDPE之價格上漲。因此，於二零一三年，LDPE及LLDPE之年平均
價格分別達每噸12,108美元及每噸11,121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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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零年至二零一三年中國尼龍絲線及滌綸長絲之均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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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WIND、中國化纖經濟信息網、中國化學纖維工業協會、弗若斯特沙利文

尼龍絲線

尼龍絲線為布質雨傘之主要原材料，其價格於二零一零年至二零一四年出現波
動。受全球經濟危機之負面影響，於二零零八年至二零零九年尼龍絲線需求直接下
滑。此後，隨著中國經濟逐漸復甦，國內經濟進入上升通道。尼龍絲線需求不斷增長
推動價格上漲，於二零一一年，價格達到歷史最高值每噸約人民幣33,000元。然而，
自二零一一年以來，國內市場增長放緩及海外需求疲軟打壓了尼龍絲線價格。自二零
一二年至二零一四年，尼龍絲線價格逐漸從約每噸人民幣26,000元跌至約每噸人民幣
23,000元。

滌綸長絲

自二零零八年至二零零九年，全球經濟危機極大地抑制了全球消費品市場之發
展。價格於二零零九年中期跌至谷底，及隨著全球經濟復甦之影響，滌綸長絲之價格
重拾上升趨勢。此後，滌綸長絲價格顯示了與原油價格類似之趨勢，於二零一一年下
半年達到頂峰。然而，自二零一一年第四季度起，歐洲危機繼續惡化，全球需求下滑
導致滌綸長絲之價格下跌。於二零一二年，滌綸長絲面臨供過於求之挑戰，及整年價
格在低位徘徊。於二零一四年上半年，滌綸長絲行業仍處於調整期及產能過剩尚未完
全消化。



行業概覽

– 85 –

本文件為草擬本，其所載資料尚未完整並可作更改。閱讀有關資料，必須一併細閱本文件封面「警告」一節。

二零一零年至二零一三年中國國內及進口鋼板之均價

國內鋼板價格

2,000 

4,000 

6,000 

8,000
進口鋼板價格

（人民幣╱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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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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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三年
一月

二零一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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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Wind、弗若斯特沙利文

鋼板

鋼板為製造雨傘及陽傘主要零部件（如中棒、雨傘骨及伸張器）的主要原材料之
一。自二零一零年以來，進口鋼板之平均價格一直不穩定，於二零一零年三月達到約
每噸人民幣5,614元之低位，然後快速上升，直至二零一零年十月達到約每噸人民幣
7,642元之峰值。自二零一二年以來，進口鋼板價格略有下降，於二零一三年底達到約
每噸人民幣6,258元。另一方面，國內鋼板平均價格依循進口鋼板之趨勢，從二零一零
年十月之約每噸人民幣5,755元跌至二零一三年底之約每噸人民幣3,897元。按年計算，
國內及進口鋼板價格呈現下跌趨勢，於二零一零年至二零一三年，分別從約每噸人民
幣5,294元及約每噸人民幣6,423元跌至約每噸人民幣4,130元及約每噸人民幣6,073元。

雨傘零部件及塑料布

作為自用生產原料之補充或應特定訂單之要求，業內市場經營者有時會購買其他
原材料，如雨傘零部件及塑料布。然而，鑒於數量不定及在成本架構中金額較少，該
等原材料不會視作主要原材料。根據弗若斯特沙利文之資料，市場上並無有關雨傘零
部件及塑料布價格之公開、權威來源或綜合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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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爭格局

中國最大之雨傘及陽傘出口商

中國為世界上雨傘及陽傘最大之出口國。主要出口目的地包括日本、菲律賓、美
國、香港及韓國等。中國雨傘及陽傘出口市場過於分散。於二零一三年，前五集中度
僅為9.0%。於二零一三年，按出口量計算，本集團乃中國最大之雨傘及陽傘出口商，
出口總量約為31百萬把，市場份額約為3.4%。本集團雨傘產品之最大出口目的地為日
本，而日本亦為中國雨傘及陽傘產品之最大進口商。

二零一三年集成為中國雨傘及陽傘之最大出口商（按出口量計算）

排名 公司 出口量
（百萬把）

市場份額
(%)

1 本集團 31.2 3.4%

2 競爭對手A 17.3 1.9%

3 競爭對手B 15.3 1.6%

4 競爭對手C 11.1 1.2%

5 競爭對手D 9.0 1.0%

其他 847.1 91.0%

整個市場 931.0 100.0%

二零一三年
五大出口商集中度

91.0%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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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其他 五大出口商

本集團3.4%

競爭對手A,
1.9%

競爭對手B, 
1.6%

競爭對手C,
1.2%

競爭對手D,
1.0%

二零一三年五大出口商之
市場份額

二零一三年按出口量劃分之
五大雨傘及陽傘出口商

附註：
1.　　出口數據包括海關編碼660191及660199之統計數字。

2.　　各競爭對手之出口量僅包括自營出口，但不包括地方貿易公司出口之數量。

資料來源：本集團、海關總署、弗若斯特沙利文

下表載列二零一三年中國五大雨傘及陽傘製造商之競爭格局及市場份額（按出口
量計算）：

排名 公司 描述 產品組合 出口率 市場份額

1 本集團 二零一三年中國最大塑料雨
傘製造商（按銷量計算）

各類雨傘，包括
POE及尼龍雨傘

~90.0% 3.4%

2 競爭對手A 中國大型雨傘製造商及出口
商，已於深圳證券交易所上
市。自二零一四年起，其由
上市公司出售且不再為上市
集團之部分。

各類雨傘，主要
為尼龍雨傘

80.0%~90.0%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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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名 公司 描述 產品組合 出口率 市場份額

3 競爭對手B 浙江省之大型雨傘出口商 雨傘、陽傘及各
重厚度及顏色之
尼龍材料

~80.0% 1.6%

4 競爭對手C 福建省大型雨傘製造商 雨傘及主要雨傘
配件

~90.0% 1.2%

5 競爭對手D 二零一三年中國第二大塑料
雨傘製造商（按銷量計算）

各類雨傘（包括塑
料雨傘）

~60.0% 1.0%

資料來源：本集團、弗若斯特沙利文

日本最大之塑料雨傘供應商

中國乃日本塑料雨傘最大之供應國。於二零一三年，在日本最大塑料雨傘供應商
當中，按銷量計算，本集團乃最大之供應商。截至二零一三年，本集團向日本銷售之
塑料雨傘總量約達28百萬把，超出第二位供應商銷售數量之三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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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集團、弗若斯特沙利文

競爭對手D

競爭對手D

競爭對手E 競爭對手F 競爭對手G

競爭對手E 競爭對手F 競爭對手G

二零一三年競爭對手按環保塑料兩傘銷量排名（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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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載列二零一三年日本五大塑料雨傘製造商之競爭格局及市場份額（按銷量計
算）：

排名 公司 描述 產品組合 出口率 市場份額

1 本集團 二零一三年中國最大塑料雨
傘製造商（按銷量計算）

各類雨傘（包括
POE及尼龍雨傘）

~90.0% 43.1%

2 競爭對手D 二零一三年中國第二大塑料
雨傘製造商（按銷量計算）

各類雨傘（包括塑
料雨傘）

~60.0% 9.6%

3 競爭對手E 塑料雨傘之大型製造商 雨傘（包括塑料雨
傘）

90.0%~100.0% 7.7%

4 競爭對手F 塑料雨傘之大型製造商 雨傘，專注於低
端塑料雨傘及少
數布質雨傘產品

~100.0% 4.7%

5 競爭對手G 整合研究、設計、生產及銷
售部分於一體之雨傘製造商

各類雨傘（包括普
通雨傘、太陽傘
及沙灘傘）

~95.0% 4.6%

資料來源：本集團、弗若斯特沙利文

最大之本地雨傘及陽傘製造商

日本市場98.0%以上雨傘乃由日本境外製造及進口。此外，98.0%以上進口雨傘
乃由中國製造及進口。日本製造商極少。中國乃日本之主要雨傘供應商。

中國為全球最大之雨傘及陽傘製造基地，擁有逾2,000家製造商。中國擁有逾200

家大型企業（其銷售收益超過人民幣5百萬元），主要集中於福建省及浙江省。於最大
之本地製造商中，誠如下表所示，競爭對手H為最大之雨傘及陽傘製造商，二零一三年
銷售收益總額約為人民幣2,500百萬元。競爭對手I於二零一三年錄得約人民幣773百萬
元之銷售收益，位居第二，競爭對手J、競爭對手K及競爭對手L分別排名第三、四及
五（銷售收益分別約為人民幣750百萬元、人民幣730百萬元及人民幣600百萬元）。於
二零一三年，本集團亦獲悉位居最大之雨傘及陽傘製造商之列，錄得約人民幣438百萬
元之銷售收益，且排名第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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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名 公司 銷售收益
（人民幣百萬元）

市場份額
(%)

1 競爭對手H 2,500 8.4%

2 競爭對手I 773 2.6%

3 競爭對手J 750 2.5%

4 競爭對手K 730 2.5%

5 競爭對手L 600 2.0%

二零一三年最大之本地雨傘及陽傘製造商（按銷售收益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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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弗若斯特沙利文

下表載列二零一三年中國本地五大雨傘及陽傘製造商（按銷售收益計算）：

排名 公司 描述 產品組合 市場 出口率 市場份額

1 競爭對手H 競爭對手H擁有逾30年

雨傘製造經驗，且有6

間附屬公司及約5,000

名工人

各類雨傘及雨衣 主要專注於

國內市場，

而非出口

不適用 8.4%

2 競爭對手I 競爭對手I於二十世紀

八十年代中期成立，且

擁有約1,800名工人

多元化產品組合

（包括雨傘、圍巾、

短襪及帽子等）

以國內市場

為主

不適用 2.6%

3 競爭對手J 競爭對手J於二十世紀

九十年代中期成立，並

發展為中國雨傘市場領

先製造商之一

各類雨傘 國內及海外

市場

60.0~70.0% 2.5%

4 競爭對手K 中國領先之雨傘製造商

之一，主要於中國及海

外從事設計、研發、製

造分銷及銷售中高端雨

傘

各類雨傘 國內及海外

市場

20.0~30.0%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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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名 公司 描述 產品組合 市場 出口率 市場份額

5 競爭對手L 於二零零一年成立，並

發展為中國領先之雨傘

製造商之一，且擁有約

800名工人

各類雨傘 國內及海外

市場

~20.0% 2.0%

資料來源：弗若斯特沙利文

中國乃全球塑料雨傘最大之製造基地之一。塑料雨傘總銷售收益及銷量分別約佔
中國整個雨傘及陽傘市場3.4%及8.6%。與布質雨傘及陽傘比較，塑料雨傘市場集中度
更高。截至二零一三年，按銷量計算，塑料雨傘五大地方製造商佔41.1%之市場份額。

截至二零一三年，按銷量計算，本集團為中國最大之塑料雨傘製造商，亦被視作
亞洲最大之生產基地之一。本集團之塑料雨傘總銷量約達30百萬把，佔約20.4%之市場
份額。截至二零一三年，塑料雨傘之總銷售收益佔中國整個雨傘及陽傘市場約3.4%，
低於銷量所佔比重，因為塑料雨傘之平均銷售較低。按銷售收益計算，塑料雨傘五大
地方製造商佔58.9%之市場份額。

於二零一三年，按銷售收益計算，本集團為中國最大之塑料雨傘製造商。本集團
之塑料雨傘總銷售收益約為人民幣387百萬元，約佔38.4%之市場份額。本集團之塑料
雨傘產品定位為中高端產品，出廠價介乎約人民幣10元至約人民幣20元，顯著高於其
競爭對手之定價。

最大之本地雨傘及陽傘製造商

中國整個雨傘及陽傘市場高度分散，成千上萬之本地製造商充斥市場。於二零一
三年，按銷量計算，中國五大本地製造商僅佔13.7%之市場份額。於二零一三年，在五
大本地製造商中，最大製造商之總銷量約為98百萬把，約佔5.9%之市場份額，而於二
零一三年，第二大地方製造商之總銷量約為39百萬把，約佔2.3%之市場份額。最大製
造商之業務以國內市場為主，大部分雨傘及陽傘產品透過其既有銷售網絡分銷至全國。

截至二零一三年，按銷量計算，本集團為中國第三大雨傘及陽傘製造商，約佔
2.0%之市場份額，總銷量約為33百萬把。



行業概覽

– 91 –

本文件為草擬本，其所載資料尚未完整並可作更改。閱讀有關資料，必須一併細閱本文件封面「警告」一節。

雨傘定價

截至二零一三年，本集團POE雨傘之定價介乎人民幣11元至人民幣16元之間。根
據弗若斯特沙利文之研究，中國POE雨傘之均價介乎人民幣6元至人民幣12元之間。本
集團POE雨傘之定價普通高於市場上類似產品之均價，及鑒於價格較高且質量較優，
其視為中端產品。另一方面，於二零一三年，本集團尼龍雨傘定價介乎人民幣11元至
人民幣19元。然而，根據弗若斯特沙利文之資料，估計市場上類似產品之均價介乎人
民幣10元至人民幣25元，表明本集團尼龍雨傘之定價與市場均價持平，與大眾市場定
位一致。有關本集團產品定價之詳情，請參閱本文件「業務」一節「本集團之產品」一
段。

日本雨傘市場之市場驅動因素及限制

主要市場驅動因素包括下列者：(1)便利店及藥店數量不斷增加令塑料雨傘隨處可
見；及(2)客戶群不斷擴大預期將擴大對塑料雨傘之需求；(3)對塑料雨傘之接納程度增
加，尤其是年青一代不喜歡攜帶折疊雨傘；及(4)日本經濟復甦促進消費品市場繁榮。

雨傘視為一種日用品，其消費需求於日本市場相對穩定。儘管日本雨傘表觀消耗
量於往績記錄期間因宏觀經濟波動而波動，基本需求及消耗仍視作維持相對穩定。於
二零一五年至二零一七年之預測期間，鑒於上述市場驅動因素，表觀消耗量可能穩定
增長而非保持不變，預期於預測期間並無令日本雨傘市場取得顯著增長。預期有關市
場驅動因素將對日本整體雨傘市場之未來發展產生積極影響。

主要市場限制因素包括下列者：(1)勞工及原材料成本攀升擠壓製造商溢利；(2)

降雨量減少有可能對塑料雨傘之發展產生負面影響；及(3)老齡人口及低出生率有可能
抑制消費者群體增長的速度。

出口市場准入壁壘

優質產品－海外市場客戶，尤其是日本等發達國家之客戶通常特別注重產品質
量。產品除需取得ISO9001質量管理系統認證外，亦需符合JISS 4020（日本行業標準）
等有關質量標準。優質規定為出口市場之新入行者設定了壁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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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格之環保合規要求－發達國家一般已建立嚴格之環保合規體系，對雨傘產品
中化學產品及添加劑有嚴格規定。這些國家一般不允許買賣含有偶氮或鎘等有害成分
之產品。因此，為成為合資格供應商，製造商需要保持良好之環保合規記錄並取得
ISO14000系統認證。

強大之成本控制能力－於國內市場上之製造商相比，出口型製造商一般需就建
立質量控制及環保合規系統投入更多財力。亦需要採取措施避免外匯波動之不利影
響。因此，出口業務需要強大之成本控制能力。

與大客戶建立穩健關係－在日本市場，大型貿易公司發揮關鍵作用。7-11及全家
便利(Family Mart)等主要零售商已與該等貿易公司建立穩定之合作關係。因此，就中
國製造商而言，該等貿易公司乃進入日本市場之主要渠道。

中國雨傘及陽傘市場面臨之主要行業挑戰

出口退稅挑戰－為刺激出口，中國政府在過去數年逐步增加出口退稅。現行稅
率為15.0%。退稅乃出口企業溢利之重要部分。日後削減退稅有可能對公司利潤率產生
負面影響。倘中國政府進一步提高退稅稅率，預期出口商之盈利能力將有所提高。

根據稅項通知財稅[2008]144號（「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關於提高勞動密集型
產品等商品增值稅出口退稅率的通知」），財政部與國家稅務總局聯合將雨傘之出口
退稅率由11.0%上調至13.0%，自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一日起生效。根據稅項通知財稅
[2009]88號（「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關於進一步提高部分商品出口退稅率的通知」），
雨傘之出口退稅率由13.0%上調至15.0%，自二零零九年六月一日起生效。雨傘之出口
退稅率於過往五年並無任何變動。於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三年及截至二
零一四年十月三十一日止十個月收取之退稅約為人民幣27百萬元、人民幣43百萬元、
人民幣56百萬元及人民幣62百萬元，約佔本集團收益總額之8.4%、11.5%、11.5%及
11.8%，及約佔本集團純利之65.9%、97.7%、93.3%及96.9%。董事認為於往績記錄期
間收取之有關退稅為本公司溢利之重要部分及有關出口退稅乃於本集團日常業務過程
中產生。

本公司（連同本公司中國法律顧問及稅務顧問）認為，雨傘之出口退稅率已按穩
定基準實行。由《國務院辦公廳關於支持外貿穩定增長的若干意見》（國辦發[201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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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之通知中所載之鼓勵及時及完整出口退稅所支持，本公司及本公司中國法律顧問
認為目前繼續支持中國出口業務乃國家政策。

倘有關出口退稅率下調，本公司純利將因銷售成本增加而受到不利影響。為減少
對本公司純利之不利影響，本公司計劃：

(a) 擴大本集團國內銷售市場，及減少本集團佔出口銷售市場之銷售比例

本集團將進一步提升產品開發，尤其是設計符合中國市場品位之雨傘。本
集團將積極參加貿易會及於中國大型購物中心進行促銷活動，以提升本集團品牌
知名度。透過增加本集團於中國市場之銷售收益部分，本集團將降低佔出口銷售
市場之銷售比例。

(b) 實施更多成本控制措施

成本控制措施包括(i)密切監督員工效率以避免支付加班費用；(ii)要求工人
參加定期培訓項目，以提升技能，從而改善質量控制及效率；(iii)高級管理層定
期與各生產線之高級人員會面，以知曉勞動力獲有效分配；(iv)定期監察主要原
材料之價格；(v)進行季度分析，以預計主要原材料之潛在價格變動及確保採購價
符合現行市價；及(vi)改善生產流程以盡可能減少浪費原材料及任何原材料價格
波動所造成之潛在影響。

(c) 透過調整售價將增加之成本轉嫁至海外客戶

於本集團將增加之成本轉嫁至海外客戶前，倘本集團上調雨傘產品價格，
本集團將進行市場盡職調查以了解市場接納水平，及將相應調整售價以減少對本
集團銷售之負面影響。

憑藉上述措施，本集團認為海外銷售將減少，而國內銷售將相應增加。鑒
於國內銷售之利潤率較出口銷售為高，董事亦認為，本集團之整體毛利率將上
調，惟國內銷售銷量將相應增加。

由於出口退稅率為15.0%，本公司目前須繳納17.0%的中國進項增值稅及產生相
當於出口物品相關原材料或組成部分之約2.0%之增值稅成本。於往績記錄期間，出口
退稅為本集團之純利作出巨大貢獻。於往繼記錄期間所產生之增值稅成本分別約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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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幣4.9百萬元、人民幣7.4百萬元、人民幣8.3百萬元及人民幣7.4百萬元。退稅包括退
回就用於在中國製造其後出口之雨傘之原材料所產生之增值稅。

業務調整挑戰－眾多公司正在尋求新增長機會並盡力調整業務。出口型公司開
始發展國內市場，而國內公司正在海外市場尋求機會。缺乏相關經驗及資源均可能令
該等業務調整面臨不確定因素。

外匯挑戰－中國為世界上最大之雨傘出口國。許多中國雨傘製造商依賴海外市
場。因此，外匯波動會直接影響出口型公司。人民幣經歷了長期升值，對出口企業，
尤其是小規模企業產生了不利影響。然而，大型公司通常擁有強大之議價能力，對外
匯波動不敏感。

原材料及勞工成本攀升－雨傘製造行業屬勞動密集型行業。原材料及勞動力乃
雨傘之主要成本。近年來，該等成本，尤其是勞工成本一直穩定上漲。勞工成本上漲
已成為製造商面臨之主要挑戰之一。

季節性挑戰－雨傘消費隨著季節性氣候變化而變化。一般而言，夏季乃雨傘之
主要消費季節。大部分訂單需在夏季前交付。因此，年內公司銷售收益一般會呈現季
節性波動，在某種程度上會對製造商之現金力量產生壓力。

中國雨傘及及陽傘之市場規模預測

下表載列中國雨傘及陽傘市場雨傘之銷量及收益預測（按類型計算）：

雨傘及陽傘市場：中國二零零八年至二零一七年（估計）銷量預測（按類型計算）

（百萬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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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弗若斯特沙利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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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傘及陽傘市場：中國二零零八年至二零一七年（估計）收益預測（按類型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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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弗若斯特沙利文

根據弗若斯特沙利文之資料，由於一貫需求及產品創新以及自有品牌開發，二零
一四年至二零一七年中國雨傘及陽傘市場總產量將保持上升勢頭。預期二零一七年總
銷量將達1,816百萬把，二零一三年至二零一七年複合年增長率為2.1%。由於一貫需求
及價格上漲，預期二零一七年總收益將達人民幣41.6億元，二零一三年至二零一七年
複合年增長率為8.8%。

下表載列中國塑料雨傘之銷量及收益預測：

塑料雨傘市場：中國二零零八年至二零一七年（估計）銷量預測

（百萬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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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弗若斯特沙利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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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料雨傘市場：中國二零零八年至二零一七年（估計）收益預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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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弗若斯特沙利文

根據弗若斯特沙利文之資料，由於人類環保意識加強及逐步接納塑料雨傘，二零
一四年至二零一七年塑料雨傘市場總產量將保持上升勢頭。預期二零一七年總銷量將
達153百萬把，二零一三年至二零一七年複合年增長率為1.5%，其中國內市場年輕及女
性消費者需求將快速增長，複合年增長率為2.1%。預期二零一七年總收益將達人民幣
12.6億元，二零一三年至二零一七年複合年增長率為5.9%，其中出口市場或會因海外
市場較高銷售價格將快速增長，複合年增長率為6.0%。

中國雨傘及陽傘市場之日後前景

行業整合－隨著行業發展，中國雨傘及陽傘市場行業有可能進一步整合。預期
領先之企業將從整個行業增長獲利更多，因而隨著小型企業淘汰而在日後佔據更大之
市場份額。

產品多樣性－雨傘及陽傘之功能、款式及顏色呈現多樣化。雨傘及陽傘已開發
許多特定功能、款式及顏色以令其適合不同場合及活動。此外，中國雨傘製造商不斷
提高雨傘之自動化水平。

環保－為符合日益嚴格之環保規定，國內製造商使用POE及EVA而非PVC作為塑
料雨傘之織物材料。此乃廣泛使用於塑料雨傘之可循環使用之塑料材料。

一般產品至快速消費品（「FMCG」）產品－於發達市場，雨傘被視作FMCG產
品，而非一般耐用品。雨傘模型更新迅速以緊跟最新流行趨勢。隨著中國人們可支配
收入增加，此趨勢將在中國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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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雨傘及陽傘市場之市場預測

下列圖表載列日本雨傘及塑料雨傘之表面消費數量預測：

雨傘及陽傘市場：二零零八年至二零一七年（估計）日本表面消費數量預測

百萬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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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料雨傘市場：二零零八年至二零一七年（估計）日本表面消費數量預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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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弗若斯特沙利文

由於預期日後數年日本經濟將緩慢復蘇，預期二零一七年雨傘之總消費將達
120.6百萬把。日本對塑料雨傘（可於日本發達零售行業（如便利店、藥店及100日圓
店）購買）之接納度更高。因此，預期日後數年塑料雨傘之份額將由二零一三年之
56.5%增長至二零一七年之56.9%。預期二零一七年銷量將達68.6百萬把，二零一三年
至二零一七年複合年增長率為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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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件為草擬本，其所載資料尚未完整並可作更改。閱讀有關資料，必須一併細閱本文件封面「警告」一節。

日本雨傘及陽傘市場之日後前景

塑料雨傘日益增加之銷量－日本中年人通常習慣隨身攜帶雨傘，不論天氣預報
如何報道。然而，較年輕人群並不攜帶雨傘，除非降雨可能性很大。彼等並無攜帶折
疊傘的習慣，倘遇下雨天氣，彼等僅購買廉價塑料雨傘。此外，日本高度重視穿戴得
體。透明塑料雨傘讓彼等更容易搭配服裝。預期塑料雨傘之接納度提高將帶動塑料雨
傘需求。

進一步替代對環境有害產品－PVC雨傘於二十世紀在日本非常流行。然而，PVC

已證實為含氮及其他重金屬等對環境有害物質。其後逐步被由EVA及POE材料製造之
環保產品取代。目前日本市場僅有少量PVC雨傘。日本人高度重視環境問題，及預期
PVC雨傘之需求將於未來進一步減少。

中國作為供應來源之主導地位－於接管台灣成為向日本供應塑料傘之主要來
源，中國已建立主導地位（涵蓋日本95%之塑料傘市場）。作為全球最大生產基地，
中國現有發達基礎設施、大量技術嫺熟之員工，整合之產業鏈及與海外買方之穩定關
係。儘管上漲之勞工成本正削弱中國之競爭力，預期所有其他優勢將長期令中國保持
其作為最大出口商之主導地位。

便利店及藥店於銷售渠道之日益增長影響力－便利店於全日本擁有逾50,000家
門店，已成為日本最流行購物渠道之一。近年便利店之門店數正快速增長。因此，便
利店可能於塑料雨傘之銷售中佔有主導地位。此外，藥店為另一快速新興渠道。於日
本，藥店為化妝品之主要購物場所。如今，該等商店不僅供應化妝品及藥品，而且提
供各種生活用品（包括雨傘）。隨著日益增長之門店及良好地段，藥店可能成本塑料雨
傘之另一主要銷售渠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