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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10 月 22 日  

立法會經濟發展事務委員會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發言稿  

 

主席：  

《十四五規劃綱要》在 2021 年 3 月公布，當中

明確表示中央政府支持香港提升國際航運和國際航空

樞紐地位。2019 冠狀病毒病疫情持續，為香港的運輸

業，尤其是跨境運輸，帶來前所未有的衝擊，但我們

相信疫情終會有緩解的一天。政府必須繼續採取不同

措施，投資未來，為運輸業的復蘇和未來發展做好準

備，以鞏固和提升香港作為國際航空樞紐、國際海運

中心和區域物流樞紐的地位。  

 

空運發展  

2. 空運方面，政府支持機場管理局（機管局）繼續

發展香港與大灣區其他城市之間的多式聯運網絡，讓

大灣區的貨物能便捷地透過香港國際機場廣闊的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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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網絡轉運海外，從而擴大香港國際機場的腹地，

強化香港作為國際航空樞紐的功能，並促進大灣區的

經濟發展。  

 

3. 其中，機管局正積極發展香港國際機場與大灣

區其他城市之間的「海空貨物聯運」，並在東莞設立上

游「香港國際機場物流園」，以及在香港國際機場空側

管制區內設立「空側海空聯運貨運碼頭」，讓內地出口

貨物於東莞的物流園預先完成航空安檢、裝箱、打板

及收貨，然後無縫送達海空聯運貨運碼頭，再直接轉

運海外。進口內地的貨物亦可利用相反步驟處理。這

安排有效結合香港在國際航空運輸及大灣區出口製造

業的優勢，達至互惠共贏。  

 

4. 與此同時，國家民用航空局已同意粵港兩地可

開展跨境商用直升機服務的籌備工作。我們正與深圳

探討可行性及交換意見，以期為高端旅客提供靈活的

點對點跨境空中交通服務，強化大灣區的國際化營商

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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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至於機管局入股珠海機場的事宜，特區政府正

在積極跟進，並希望與廣東省在珠海共同打造一個高

端航空產業群，涵蓋飛機維修工程、飛機零部件代工

生產和配送、飛機工程專業研究和航空業技術專才培

訓等，以期結合港珠兩地的優勢和加強兩個機場之間

的協同效應。  

 

物流發展  

6. 為配合航空貨運業的發展，機管局現正與合作

夥伴落實擴建速遞貨運站，加強本港處理速遞和小型

包裹的能力。有關工程將於今年第四季開展，預計於

2022 年完成後，速遞貨運站的處理能力將提升五成至

每年 106 萬公噸。  

 

7. 政府亦會繼續和業界攜手合作，推動大灣區物

流信息的互聯互通，完善海陸空多式聯運。除了剛才

提過、積極發展大灣區的海空貨物聯運服務，以及各

項加強香港作為區域空運貨物樞紐的措施外，我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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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續推行措施支援本港業界發展高增值物流，以鞏固

我們的競爭優勢，抓緊《十四五規劃綱要》和大灣區

發展機遇。  

 

8. 為鼓勵和協助物流企業應用科技以提供各類高

增值的服務和提升營運效率，我們已於去年 10 月推出

一項總值三億元的「第三方物流服務供應商資助先導

計劃」，以「一比一」配對原則進行，為每間企業提供

最高 100 萬元的總資助。截至今年 9 月，先導計劃共

通過資助 101 個項目，涉及款項約港幣 6,600 萬元。  

 

9. 此外，政府亦積極物色土地以支持現代物流業

發展。我們已完成就兩幅在青衣和葵涌的港口後勤用

地的可行性研究，並將於今年底分階段通過招標形式

出售上述用地，當中的青衣用地定於今年 12 月出售，

以發展多層港口後勤兼現代物流設施，支援港口及物

流業的運作。視乎市場的反應，我們會考慮就青衣另

一幅物流用地進行可行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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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口發展  

10. 我們會透過香港海運港口局成立專責小組，與

業界合作研究推動「智慧港口」發展的具體方案，包

括建立一個數碼化系統，便利碼頭營運商及相關業界

人士溝通和存取資料，以期通過電子方式精簡運作和

優化多方協調工序，進一步提升港口效率和減少貨物

處理時間及成本。  

 

11. 另外，香港亦一直致力推行「綠色港口」措施。

除了致力確保本地法例符合國際海事組織有關環境保

護的最新要求外，我們亦積極推進遠洋船應用潔淨能

源，包括與業界及相關政策局和部門研究為遠洋船提

供液化天然氣補給的基礎設施及相關配套的安全規定

和要求，有助提升本港在鄰近港口間的競爭力。  

 

海運服務發展   

12. 海運方面，為把握《十四五規劃綱要》的發展機

遇，推動高增值海運服務的發展，我們繼去年修訂法

例，為船舶出租商及海事保險業務提供利得稅優惠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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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運港口局轄下的海運業務委託人專責小組已完成就

進一步推行稅務優惠措施的研究，並建議為指定海運

業務委託人，即船舶管理人、船舶代理及船舶經紀，

提供半稅優惠以吸引更多相關海運企業落戶香港，以

積極推動香港高增值海運業蓬勃發展，鞏固香港作為

國際航運中心的地位。我們即將開展相關法例修訂工

作，並計劃於 2022 年向立法會提交有關稅務寬減的法

例修訂建議。  

 

13. 同時，我們亦逐步在選定的經濟貿易辦事處成

立香港船舶註冊處海外支援團隊，進一步擴大註冊處

的服務範圍，為船東提供更快捷、直接的支援，並推

廣香港船舶註冊服務。我們亦正籌備利便香港註冊船

舶使用電子證書的立法工作，進一步提升海事服務的

效率。  

 

14. 此外，為加強海上安全，我們亦會制定具體法例

以規管海上醉駕及藥駕，賦權執法機關在指定情況下

要求本地船隻和遠洋船隻的船員接受強制性酒精及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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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測試。  

 

15. 政府會繼續透過香港海運港口局與業界合作，

研究和實施便利海運業營商的措施，並且善用「海運

及空運人才培訓基金」培訓海運和航空業的人才，提

升從業員能力作專業和多元化發展，進一步鞏固和推

廣香港作為經營海運業務的理想地點。  

 

16. 多謝主席。我們現在樂意回答議員的提問。  

 

(約 2000 字；約 10 分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