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 6月 26日

討論文件

立法會經濟發展事務委員會

香港物流業的發展  – 

現代物流發展行動綱領

目的

本文件旨在向委員簡介制訂現代物流發展行動綱領

(“行動綱領 ”)工作的最新進展。  

背景

2. 秉承國際航空樞紐和國際航運中心的優勢，香港一

直是亞洲區內的重要物流樞紐。貿易及物流業是香港的

四 大 經 濟 支 柱 之 一 ， 佔 本 地 生 產 總 值 近 五 分 之 一 ( 約

6,510 億元 )，並提供超過 610 000 個職位，僅是物流業已

佔本地生產總值 6.2%(約 1,700 億元 )，為總就業人口提供

約 184 000 個職位。香港憑藉優越的地理位置、自由港的

地位、完善的基建設施、經驗豐富的專業人才，以及全面

的海、陸、空運輸網絡，一直在促進區內貨物流通上擔當

舉足輕重的角色。

3. 中央政府亦確定香港作為區內物流樞紐的定位，並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

規劃和 2035 年遠景目標綱要》明確肯定香港作為國際航

空樞紐和國際航運中心的地位，以及在 2019 年 2 月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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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明確支持香港發展高價

值空運物流和高增值海運服務，藉此發揮香港作為區內

物流樞紐的優勢。  

4 .  近年，全球供應鏈和物流業均受到政治環境和疫情

影響，香港亦不例外。此外，本地物流業一直面對愈來愈

多的挑戰，例如全球經濟增長放緩以及鄰近城市的激烈

競爭。因此，我們必須發揮本地物流業的傳統優勢，並通

過政府與物流業攜手合作以提升競爭力，從而推動物流

業持續發展，使業界充分把握國家和區內發展所帶來的

種種機遇。  

 

現代物流發展行動綱領  

5.  正如《 2022 年施政報告》所公布，政府正制訂行動

綱領，透過制定短、中和長期發展策略，推動香港加快發

展為亞洲區內的現代化、高增值的智慧物流樞紐，使香港

與區內各地的貨物高效流通並促進物流業持續發展，以

便利大灣區內外的經濟活動。  

 

物流業界諮詢  

6.  我們在過去數月諮詢了香港物流發展局和物流業界

的不同持份者，以收集業界對於物流業的競爭優勢和現

時所面對的挑戰、以及行動綱領的主要策略範疇的意見。

在諮詢業界期間所收集到的意見現綜述於下文各段。  

7 .  香港作為國際物流樞紐的競爭優勢在於完善的多式

聯運網絡、處理高價值貨物包括對時間及溫度敏感的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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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 (例如鮮活食品和醫藥品等 )的先進技術及專業知識，高

效的貨物清關，以及其他制度優勢。隨著電子商貿蓬勃發

展，市場需要更高效的物流服務，我們的競爭優勢正好有

利物流業把握電子商貿發展帶來的新商機。因此，香港具

備發展成為以高價值貨物和電商市場為主的卓越國際物

流樞紐的巨大潛力。  

8 .  與其他行業一樣，香港物流業亦面對著多方面的發

展限制，包括業界可負擔的物流用地供應、人力資源，以

及面對鄰近城市的激烈競爭。高昂的土地及勞動力成本

會影響香港的競爭力。經遇到過難以招攬年青人入行後，

業界認為，我們必須重塑物流業現時被誤解成低端和勞

動密集的傳統形象，以提升行業對年輕人的吸引力。同

時，我們需要培育更多專業人才以支持物流業朝向高端

及高增值方向發展，例如為從業員提供更多有關冷鏈物

流管理及智慧物流的專業培訓。此外，業界認為政府應加

強支援物流業進行數碼化轉型及使用智慧物流方案，以

減低營運成本及提升生產力。  

9 .  業界反映由於貿易與物流息息相關，物流業表現很

容易受到地緣政治因素及外圍貿易環境的波動影響。除

了加強與粵港澳大灣區及其他內地城市合作，業界亦建

議開拓多元化的市場及在其他地區發掘更多新商機。此

外，由於現代物流發展涉及眾多不同界別及政策範疇，業

界認為設立一個中央平台會有助討論物流相關議題。  

 

四個主要加強的範疇  

10.  鑑於上述業界的反饋，我們訂立了四個主要範疇，

包括 ( i )  供應業界可負擔的物流用地； ( i i )  人力資源供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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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培訓； ( i i i )  開拓商機；以及 ( iv)  跨界別協作，以制訂切

合物流業的短、中和長期需要的策略。

( i ) 供應業界可負擔的物流用地  

11. 政府一直致力物色合適的物流用地，供業界興建多

層式現代物流設施。我們正檢視物流用地的現有發展模

式，以提高土地使用效益及可負擔程度，務求更切合現代

物流業的發展及營運需要。除了葵青區的物流用地外，我

們已在北部都會區的新發展區內預留額外土地作現代物

流發展，其中一個可行的方向是在不同的新發展區打造

不同專項物流運作的物流圈。

( i i ) 人力資源供應及培訓  

12. 人力資源是物流業可持續發展的關鍵，特別是在提

供高端和高增值物流服務方面，需要具備專門及專業知

識 的 跨 學 科 專 業 人 才 。 我 們 會 進 一 步 考 慮 如 何 善 用 在

2023-24 年度財政預算案中宣布向「海運及空運人才培訓

基金」新注資的二億元，加強對從業員的在職物流培訓，

以及提供更多實習機會以鼓勵更多年輕人投身物流業。

長遠而言，政府會致力提升物流業的形象，以吸引更多年

輕人入行。此外，政府會繼續支援物流業，特別是中小型

企業，進行數碼化及科技轉型以提升營運效率。

( i i i ) 開拓商機  

13. 鑑於與鄰近樞紐的激烈競爭，政府會更好地支援本

地物流企業以抓緊區內發展的新機遇，並說好香港故事。

我們會為物流業在東南亞國家聯盟及其他新興城市開拓

新市場和商機，以擴展香港物流業在其他地區的版圖，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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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 引 更 多 內 地 及 海 外 公 司 使 用 香 港 物 流 公 司 作 區 域 配

送，甚至在香港設立區域配送中心。

( iv) 跨界別協作  

14. 貿易與物流息息相關。不同政策範疇，例如貿易便

利化、清關、稅務政策、再工業化、創新及科技發展等，

亦對物流業的發展帶來影響。就此，我們會詳細研究一個

合適的機制，加強跨界別協調及合作，從而為現代物流發

展締造更有利的營商環境。

未來路向

15. 政府會綜合從業界及立法會所收集的意見，繼續完

善物流發展策略，以期在今年內公布行動綱領。

徵詢意見

16. 請委員備悉本文件的內容並提供意見。

運輸及物流局

2023年 6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