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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在 2005年失去全球最繁忙港口的地位，今年更可能
被深圳超越而跌出三甲之外。本研究簡報闡述香港港口的
發展近況，尤其是面對珠江三角洲內鄰近港口的激烈競
爭，以及其他亞洲港口持續提升其競爭力的局面。  

 
香港港口發展的課題屬於經濟發展事務委員會的事務範
疇，該課題曾於 2013年 3月 25日的委員會會議上討論。  

立法會秘書處 

資料研究組  

 
 
 
 
 
 
 
 
 
 
 
 
 
 
 
1. 近期發展  
 
 
1.1   香港在 2005年被新加坡取代為全球最繁忙的港口 (表 1)，兩年後

又跌至第三位，排在上海之後。現時更可能被快速增長的深圳港口超越，

因為深圳在 2013年首  9  個月的貨櫃吞吐量已超過香港同期的貨櫃吞吐

量。根據最新數字 1，深圳在 2013年首  9  個月已處理 1  730萬個 20呎標準

貨櫃，而香港同期只處理約 1  640萬個20呎標準貨櫃。  

 

表 1  —   香港在全球最繁忙貨櫃港口的排名  

 

排名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1  香港  香港  香港  香港  香港 新加坡 新加坡 新加坡 新加坡 新加坡  上海  上海 上海

2  新加坡  新加坡  新加坡  新加坡  新加坡 香港 香港 上海 上海 上海  新加坡  新加坡 新加坡

3  高雄  釜山  釜山  上海  上海 上海 上海 香港 香港 香港  香港  香港 香港

4  釜山  高雄  上海  深圳  深圳 深圳 深圳 深圳 深圳 深圳  深圳  深圳 深圳

5  鹿特丹  上海  高雄  釜山  釜山 釜山 釜山 釜山 釜山 釜山  釜山  釜山 釜山

資料來源：Marine Department (2012a)。  

                                            
1  請參閱 Hong Kong Port Development Council (2013a)及深圳統計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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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鄰近港口帶來的競爭  

 

 

2.1   雖然在貨櫃吞吐量方面，上海和新加坡自 2007年已超越香港，

但因為三地的貨源地各有不同，所以它們實質上並不構成相互競爭。

然 而 ， 香 港 和 深 圳 則 爭 取 來 自 同 一 腹 地 ──即 珠 江 三 角 洲 (下 稱

"  珠  三  角  ")  ── 的貨源。從地圖 1可見，香港位於珠三角河口，被深圳的

主要港口 (鹽田、蛇口、赤灣、媽灣及大鏟灣 )和廣州的主要港口 (南沙及

黃埔 )包圍。  

 

地圖 1  —   香港、深圳和廣州的港口位置圖  

 

 
資料來源： Hippomap.com (2013) 及  Worldportsource.com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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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貨櫃運輸轉往珠三角港口  

 

 

3.1   位 於 珠 三 角 的 港 口 近 年 發 展 迅 速 ， 港 口 吞 吐 量 連 年 上 升

(圖表1)。自2002年起，深圳和廣州的貨櫃吞吐量迅速增長，與香港的差

距逐漸收窄。香港的主要港口營運商 (例如和記港口集團有限公司和現代

貨櫃碼頭有限公司 )對珠三角港口的發展，一直發揮作用，為這些新開發

的港口帶來了世界級的營運水平。 2 

 

圖表 1  —   香港、深圳及廣州貨櫃吞吐量比較  

 

 

資料來源：Marine Department (2012a)、Hong Kong Port Development Council (2013a)及 (2013b)、中華人民

共和國國家統計局 (2003)、中華人民共和國交通運輸部 (2006)、中國廣州網 (2007)

及 (2008)、深圳統計 (2013)及廣州港務局 (2013)。  

   

                                            
2  請參閱 Hong Kong Port Development Council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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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此外，還有其他因素促使珠三角港口的競爭力不斷提升，其中包

括：  

 

(a)  由於深圳和廣州港口鄰近珠三角地區的貨源地，吸引貨主利

用它們取代香港作為付運港口，以獲益於較低的營運成本和

較便捷的貨物運輸；  

 

(b)  從南中國地區以貨車運送貨櫃至珠三角港口付運，當中所需

的貨櫃碼頭處理費 (表 2)及陸路拖運費 3相對較低；  

 

表 2   —   香 港 及 其 他 亞 洲 港 口 的 貨 櫃 碼 頭 處 理 費 (按 20呎 標 準 貨 櫃

計算 )(2013年 5月 )  

 

  泛太平洋東向   亞洲／歐洲   亞洲內陸  

香港   2,140港元   2,065港元   1,800港元  

台灣   1,456港元   1,456港元   1,456港元  

深圳   1,250港元   1,250港元   423港元  

新加坡   1,148港元   1,148港元   1,148港元  

南韓   737港元   730港元   737港元  

上海   567港元   466港元   466港元  

廣州   466港元   466港元   466港元  

資料來源： Commercial Management Ltd. 及   Hong Kong Shippers' Council。 

 

(c)  隨着珠三角港口的競爭優勢逐漸趕上香港，香港的無形成本

優勢，例如快速的船舶周轉時間和暢順的海關服務，正逐步

減退； 4 

   

                                            
3  以 一 個 40呎 貨 櫃 為例 ， 從 東莞 以 陸 路運 往 香 港相 比 運 往深 圳 的 費用 多 出 約 200美 元

(1 ,551港元 )。請參閱Marine Department (2012b)。 
4  請參閱 Hong Kong Port Development Council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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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內地當局為提高珠三角港口的競爭力，採取了各項貿易便利

措施，包括政府大量投資港口基礎設施，以及提供財務誘

因，改善深圳和廣州各個港口的貨輪網絡連繫；及  

 

(e)  深圳和廣州積極發展高端物流園，促進珠三角各個港口的貿

易往來。 5 

 

 

4.   提高港口競爭力的主要貿易便利措施  

 

 

4.1   有意見認為，香港在推行貿易便利措施以提高港口競爭力方面，

一直落後於競爭對手。表  3  概述香港及其他亞洲港口近年採取的主要貿

易便利措施。  

 

表 3  —   為提高港口競爭力而採取的主要貿易便利措施  

 

  新加坡   上海   深圳   廣州   香港  

為港口發

展制訂策

略性規劃  

  制 訂 總 體 規
劃 ， 務 求 使

所 有 貨 櫃

港 口 業 務 約

在 2027 年

集 中 於 圖 阿

斯 港 口  

("Tuas Port")。  

  制訂上海市
國民經濟和

社會發展第

十二個五年

規 劃

(2011‐2015)，

吸引外資改

善外高橋港

和洋山港的

港口設施。

  制訂深圳市
物流業發展

第十二個五

年 規 劃

(2011‐2015)，

提 升 港 口

吞吐量，使

港 口 約 在

2015年可處

理 2  800 萬

個 20呎標準

貨櫃。 6 

  制 訂 廣 州 港
口 與 航 運 第

十 二 個 五 年

發 展 規 劃  

(2011‐2015) ，

進 一 步 發 展

南 沙 港 和 提

升 電 子 商 貿

平 台 ， 以 促

進 貿 易 往

來。  

  現正進行的
《香港港口

發 展 策

略 2030 研

究》，預測港

口貨運量及

探討更有效

使用現有港

口設施的方

法。  

                                            
5  相 比 之 下 ， 香 港 發 展 大 嶼 山 物 流 園 的 計 劃 尚 處 於 研 究 階 段 。 請 參 閱 Development 

Bureau (2013)。  
6  深圳在 2012年的貨櫃吞吐量達 2  300萬個 20呎標準貨櫃。請參閱 Hong  Kong  Port  Development 

Council (2013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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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   為提高港口競爭力而採取的主要貿易便利措施 (續 ) 

 

  新加坡   上海   深圳   廣州   香港  

投資新港

口基礎設

施  

  發展新的圖

阿斯港口，
該港口有能

力每年處理

6  500 萬 個

20呎標準貨

櫃。  

  預留約1,000億

元 人 民 幣

(1,230億港元)，
在未來 20年持

續發展上海的

主要港口洋山

貨櫃港。  

  投資約550億

元 人 民 幣

(680 億 港

元)，在未來
3年 興 建 港

口設施、航

道及鐵路。

  投資約250億

元 人 民 幣 

(310億港元)，
在 未 來 5 年

發 展 廣 州 的

港口。  

  進行初步可

行性研究，探
討在青衣西

南 部 發 展

十號貨櫃碼

頭。  

成立單一

港口管理

局以加強

政策協調  

  於 1996年成

立新加坡海

事及港務管

理局。  

X   X   X   X  

向航運業

提供財務

誘因  

  提供免稅優
惠。國際知

名的航運公

司如承諾在

新加坡擴展

航運業務，

其合資格航

運收入可享

10年免稅優

惠，該優惠

可以續期。  

  在上海洋山保
稅港註冊的企

業，可獲豁免

繳付運輸及倉

儲收入方面的

營業稅。  

  向國際物流
公司及貨運

代理公司提

供 財 政 資

助，以吸引

它們在深圳

設立地區總

部或營運中

心。  

  在 南 沙 物 流
園 區 營 業 的

公 司 可 獲 優

惠 的 稅 務 安

排 及 土 地 用

途條款。  

  香港註冊船
隻從其國際

業務所得的

收入可獲豁

免繳付利得

稅。  

簽訂避免

雙重課稅

協定以免

對經營國

際航運業

務所得的

收益雙重

課稅  

  與 超 過

70 個 司 法

管轄區確認

避免雙重課

稅協定。  

  中國與約 100個司法管轄區確認避免雙重課稅
協定。  

  與 約 40 個
司法管轄區

確認避免雙

重 課 稅 協

定。  

資料來源：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011a)、(2011b)、(2011c)及(2013)、Deloitte (2013)、The 2012‐13 Budget 

(2012)、文新傳媒 (2011)、深圳市交通運輸委員會 (2011)及廣州港務局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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