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運及港口發展策略
行動綱領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運輸及物流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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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展香港成為領先國際航運中心，提供優質高增值航運服務

願景

使命

• 進一步提升船舶融資、海事保險、海事仲裁和船舶管理等業務，使香
港成為全球領先的高端航運服務市場

• 助力全球海運和港口業務向零碳排放轉型

• 推動航運智能化和數字化發展

• 推進粵港澳大灣區及國際航運界的交流協作

願景、使命與目標

目標

• 提升香港港口的競爭力，加快香港高增值航運服務業群的發展，鞏固

香港作為國際航運中心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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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港，港口效率高、清關快

•超級聯繫人角色和國際連繫強

•位置優越易達

•各種制度優勢（例如：簡單稅
制、普通法制度)

•優質的香港船舶註冊處

•全面的海事服務

優勢 (S) 弱點 (W)

•土地供應不足

•距離貨源較遠

•營運成本高昂

•海運人才短缺

•自動化不足

•對香港提供的海運專業服務
認知不足

•缺乏整體發展統籌工作

機遇 (O)

• 中央政府的大力政策支持

• 國家倡議發展機遇（例
如：一帶一路、大灣區)

• 發展多式聯運網絡

• 國際稅收改革 (BEPS2.0)

威脅(T)

• 區內港口的激烈競爭（包
括政府補貼）

• 易受外圍環境影響

• 航線重組可能導致跳港

(skipped port calls)

• 國際航運中心競爭激烈

• 專業人士對海事服務缺乏
興趣

SWOT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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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高增值海運服務
擴大本地海運網絡

策略四
研增加稅務寬減
吸世界航運企業

策略五
優化船舶註冊處
鞏固高質素品牌

策略六
憑法律制度優勢
推海事仲裁服務

增強港口競爭力

－「船、貨、地」

策略一
打造成綠色港口
向零碳目標邁進

策略二
促智慧港口發展
推動航運智能化

策略三
增強港口競爭力
積極爭取新貨源

加強宣傳香港海運品牌
吸引及培育海運人才

策略七
多方面對外宣傳
發揚海運真實力

策略八
大灣區國際合作
增強航運話語權

策略九
擴大海運人才庫
確保行業新動能

策略十
與業界攜手並肩
強化海運港口局

強化香港海運港口局
的支援

發展策略：四大方向，十大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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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提供高品質綠色燃料加注的可行性並制定行動計劃

• 為遠洋船提供液化天然氣加注作好準備

• 與香港海運港口局合力推動業界的綠色可持續發展

（提高業界認知、制訂行業準則）

• 培養專才

自2024年起

2024年内

方向一：增強港口競爭力 – 策略1：打造成綠色港口，向零碳目標邁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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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數字化港口社區系統擴展到冷鏈產品以外更廣泛產品和交付

流程

• 就構建聯通機場/港口/其他相關物流信息平台展開顧問研究，

並一併研究港口社區系統的營運安排

• 研究如何鼓勵業界善用現有數字化方案和技術

2023年至2025年

自2024年起

方向一：增強港口競爭力 – 策略2：促智慧港口發展，推動航運智能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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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

肇慶

佛山

廣州

江門

惠州

東莞

中山

珠海
澳門

葵青港

鹽田港

赤灣港

媽灣港

九州港

珠海高欄港

黃埔

深圳

蛇口港

現有鐵路

自2024年起
• 檢討遠洋船和內河船的港口設施費用
• 繼續擔當大灣區「超級聯繫人」，與其他港口和城市

設立合作和交流機制，共同尋找發揮優勢互補的領域
• 整合宣傳資料凸顯香港港口綜合優勢
• 出訪東盟、中東、一帶一路新興市場，舉辦大型推廣

活動

持續進行
• 用好港珠澳大橋，加強與粵西地區的物流聯繫，擴大

貨源

4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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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灣區
三大港口

上海

貨櫃吞吐量比較（2022年）

貨櫃吞吐量 (百萬個標準貨櫃)

方向一：增強港口競爭力 – 策略3：增強港口競爭力，積極爭取新貨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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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資推廣署加大
力度招納航運公
司落戶香港

• 研究重點海運商
業領域（如大宗
商品貿易）推行
稅務寬減措施

• 研究「稅基侵蝕
及利潤轉移」相
關的國際稅務改
革方案（包括
BEPS 2.0）對現
行的稅務寬減措
施的影響

自2024年起

方向二：發展高增值海運服務 – 策略4：研增加稅務寬減，吸世界航運企業

202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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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簡化船舶註冊流程

• 加強與船東聯繫，並開拓具潛力市場

• 擴大與香港船東會共同主辦的年度頒獎典禮規模，研

究向表現特別出色的船公司頒發關於綠色船舶獎項

• 提供優惠措施 (例如：一次註冊多艘船舶、綠色船

舶)

• 鼓勵香港註冊船舶船東多用本地海運服務

自2024年起

自2024/2025

年起

持續持續進行

方向二：發展高增值海運服務 – 策略5：優化船舶註冊處，鞏固高質素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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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培養海事法律人才，壯大本地仲裁人才庫（例如律政司會探討在「香港國際法

律人才培訓學院」框架下，就相關領域，定期舉辦法律實務課程、研討會和國

際交流活動等）

• 積極鼓勵企業選用香港作為仲裁地，包括透過本地宣傳活動和對外訪問(如
2023年12月到訪上海)，持續推廣在香港進行海事仲裁的優勢

• 促進合作： 其他主要海事仲裁中心
國際海事機構(如：BIMCO、ICS）
法律組織(如：ICC-ICA、CIETAC、HKIAC）
貿易團體

方向二：發展高增值海運服務 – 策略6：憑法律制度優勢，推海事仲裁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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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立跨部門專責小組，加強統籌對外宣傳工作自2024年起

持續進行 • 提升香港海運週作為重要的推廣平台，宣傳香
港海運實力

方向三：加強宣傳和人才培育 – 策略7：多方面對外宣傳，發揚海運真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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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位：大灣區内高增值海運服務知識中心

自2024年起

• 與香港船東會合辦大灣區國際航運論壇，為香港航運公司
提供商機

持續進行

• 與更多國際海運組織加深合作
強化國際海運企業及組織走進內地市場通道角色
輔助「外資引進來」

2023年大灣區國際航運論壇
簽署穗港大灣區港航事務合作協議

方向三：加強宣傳和人才培育 – 策略8：大灣區國際合作，增強航運話語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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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強與大灣區海事學
術機構交流，建立海
運人才聯合培育機制
平台

全面檢討海運及空運
人才培訓基金的效能

鼓勵學術機構與行業
組織建立夥伴關係

鼓勵本地學術機構納入
最新海事發展科目
（ESG）

與海事服務業不同界別
研究嘉許有卓越表現和
具潛質本地年輕從業員

方向三：加強宣傳和人才培育 – 策略9：擴大海運人才庫，確保行業新動能

自2024年第一季起

2024年上半年内

2024年

自2024年起

自2025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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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運及港口發展專員：

• 統籌政府部門(包括海事處、投資推廣署、稅務局等)和業界持份者，以產業
導向推動航運發展

• 運用法定權力、協調不同政府部門，靈活調度資源，與各持份者通力合作

• 帶領運輸及物流局同事，為香港海運港口局提供秘書處支援

人力資源
發展

海運及港口
發展

推廣及外務

• 利用2023-24年財政預算案增撥的額外資源，支援香港海運港口局

• 提升香港海運港口局的政策研究和宣傳功能 [自2024年起]

方向四：強化香港海運港口局的支援–策略10：與業界攜手並肩，強化海運港口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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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運及港口
發展策略
行動綱領

策略一
打造成
綠色港口
向零碳目標
邁進

策略二
促智慧港口發展
推動航運智能化

策略三
增強港口競爭力
積極爭取新貨源

策略四
研增加
稅務寬減
吸世界
航運企業

策略五
優化船舶
註冊處
鞏固高質素
品牌

策略六
憑法律

制度優勢
推海事

仲裁服務

策略七
多方面對外宣傳
發揚海運真實力

策略八
大灣區國際合作
增強航運話語權

策略九
擴大海運人才庫
確保行業新動能

策略十
與業界

攜手並肩
強化

海運港口局

1. 研究提供高品質綠色燃料供應可行性並制訂行動計劃
2. 加快推廣綠色和可持續航運並制訂業界指引
3. 培養專注於航運業綠色能源的人才發展

4. 促進港口、機場和物流數據互聯互通
5. 鼓勵業界利用現有的數字解決方案和技術以提

高貨物處理效率
6. 進一步擴展港口社區系統平台到更廣泛的產品

和交付流程

7. 檢討遠洋船和內河船須向政府繳付的港口
設施或許可證費用

8. 加強與粵西合作發展，拓展貨源
9. 充當大灣區城市間的海運超級聯繫人
10.加強對外推廣，凸顯香港港口的綜合實力
11.擴大香港港口國際聯繫，增加經由香港港

口處理的貨物的出發地和目的地

12.投資推廣署加大就現有稅務優惠的推廣力度，
吸引更多海外海運公司在香港設立和擴展業務

13.探討為重點海運商業領域提供進一步稅務優惠
14.檢視香港與航運活動相關的現行稅制

15.通過在目標地區進行拜訪和舉辦展覽，加強與
現有船東的聯繫，探索具有增長潛力的市場

16.通過簡化船舶註冊流程，更便利船東
17.制訂具競爭力的優惠措施，增加香港船舶註冊

處的吸引力
18.擴大香港船舶註冊處舉辦的年度頒獎典禮規

模，表揚綠色航運的卓越成就
19.利用香港船舶註冊處網絡，倡儀船東和船舶管

理公司使用本地海運服務

20.律政司會積極與其他領先的國際海事仲裁
中心合作，鼓勵利用香港的法律服務

21.積極培育海事法律服務專業人士

22.加強海運推廣的協調
23.提升香港海運週作為重要的推

廣平台

24.組織和參與重大海運活
動，加強在大灣區和海外
的宣傳工作

25.建立更緊密的聯繫，加深
與國際海運組織的合作

26.在大灣區探索更多海運人才交
流機會

27.全面評估海運及空運人才培訓
基金的影響和效能

28.學術機構與行業組織建立夥伴
關係

29.加強與本地培訓機構的聯繫，
在設計培訓課程時納入全面的
ESG技能培訓

30.嘉許卓越並培養年輕海運人
士

31. 提升香港海運港口局的政策研究功能
32. 提升香港海運港口局的宣傳功能

十大策略及32項建議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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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謝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運輸及物流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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