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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物流业的发展及启示  

作者/来源：李荣华  

进入新世纪以来，深圳、上海、广州、重庆等地方政府相继将物流业作为经济增长的重要的支柱产业。物流业

的重要性日益显现，这既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要求，因为物流是联系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桥梁，也是外

向型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因为外向型经济必须通过物流环节来实现与外部经济的对接。 

  香港物流业发展早，已成为香港经济的支柱产业，物流与贸易的从业人数达60万人，其产值占本地生产总

产值的20%。再加上香港多年积累的经验使其管理运作相对比较成熟，代表着当今国际物流业的先进水平，所以

了解香港物流业的现状，探讨其发展的历史轨迹，对深圳物流业的发展非常必要。 

       一、香港物流业的现状 

  香港地处亚太区中心，既占中国南大门的地利，又有兼通中西的人和，是中国对外的重要门户。香港拥有

优良的深水港和全世界最繁忙的集装箱码头。在海运方面，香港是世界第三大货柜港，其港口与全球500多个港

口和城市有着密切联系，超过80家国际集装箱航运公司每星期提供400条航线，能到达全球500多个目的地。在

空运方面，近90家国际航空公司来往于香港与全球150多个目的地。最具吸引力的是，香港是一个自由港，凭着

完善的国际网络、优越的物流基础配套、丰富的货运经验、先进的资讯科技等优势，提供高效、快捷和完善的

服务赢得世界称誉。 

  内地是香港的最大贸易伙伴，是香港最大的进出口和转口伙伴。来自内地的货物分别占香港进、出口的

46.6%、38.3%。内地既是香港进口货物的最大供应地，也是香港转口的最大市场及香港产品出口的最大市场。

香港的转口货物有70％来自内地，而来自珠三角的货物又占到其中的70%。香港也是内地（特别是广东省）的主

要服务中心，为内地提供港口和机场等支援性的基建设施以及银行、保险和其他商业服务。多年来，香港一直

是内地主要转口港。 

  随着内地物流企业开始崛起，香港已感受到了来自内地物流业的竞争压力：虽然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香

港作为内地进出口货物的中转地位得到加强，但由于香港货运收费高，且港口场地规模有限，加上内地进出口

限制的取消，内地港口都会参与竞争；随着跨国物流企业纷纷进入中国内地市场，必然与香港物流企业形成一

种竞争格局；香港的优势在于港口物流，但在工业企业物流及农产品物流方面则相对较弱；内地物流业近年急

起直追，努力确立自己的地位，积极参与国内和国际市埸的竞争，这对香港物流企业而言，是一个充满挑战的

新形势。 

  在应对这些挑战时，香港政府亦看到了香港与内地合作发展物流的机遇。早在2000年5月成立了“物流服务

发展委员会”，2001年成立“物流发展局”，大力推动物流发展。与此同时，香港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从基础设

施、资讯科技、人力资源、市场推广和扶助中小企业方面推动香港物流发展，全力将香港打造成为世界性物流

服务中心。而2009年12月开工的港珠澳大桥建成后则可能使西南地区成为其腹地，此举犹如为香港物流业的发

展打了一剂强心针，使其看到了物流发展的又一次机遇。 

       二、香港物流业发展的原因 

  香港物流业之所以能取得很快的发展，是各种条件与机遇共同作用的结果，其成功的经验主要包括以下五

个方面： 

  （一）优越的地理位置。香港位于欧亚大陆东南部，太平洋与印度洋间航道要冲，优越的地理位置成为香

港物流业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它有发达的海陆空港立体交通系统，是世界航运中心之一，通往内地沿海城市

的多条航线使香港与内地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处于太平洋与大西洋两地有利时差区内，成为世界的股票、黄金

市场24小时全球性连续交易的中继点。维多利亚港位于香港岛与九龙半岛之间，地处航道要冲，是远东海运的

重要枢纽，也是客货进出南中国的主要门户。 

  （二）优良的深水货柜码头和巨大的海、空运输能力。维多利亚港是世界著名的优良深水港，与美国的旧

金山、巴西的里约热内卢并称为世界三大天然良港。维多利亚港港口设施先进，港区可同时停泊150艘万吨轮，

吃水12米深的万吨远洋船舶也可以自由往来停泊。优良的条件支撑了香港的海运能力，2008年海运量达2425万

标箱。此外香港的航空货运能力也是遐迩闻名的，尽管香港的航空货运量仅占香港总货运量的1.3%，但货运总

值却占外贸总值的35.5%，2008年货运量366万吨，达到20750亿港元。香港国际机场的经营与效益遥遥领先于全

球航空业界。 

  （三）可靠及有效率的支援行业。物流业是一个产业链，它的良好运行需要众多的行业支持。香港多年积

累的物流管理经验、先进的技术以及成熟的物流管理方案为香港发展物流业打稳了基础。再加上银行财政健



全，全球100大银行约有70家在港营业，金融业发达且效率很高，集资比较容易等固有优势，令香港物流业快速

而健康地发展着。此外，香港的法律健全，人们对香港法律抱有很强的信心也对香港物流业的发展起着潜在的

支撑作用。 

  （四）政府实行的不干预政策和开放的自由港。香港政府一向推行不干预政策，鼓励自由竞争，政府的经

济职能一般只限于市场监管，以保持公平、公开、公正的市场秩序，尽量减少对市场的参与或干预。同时香港

至今仍维持其自由港政策，除汽车、烟酒及汽油等少数货物外，所有货物进口均没有关税。两大因素中，前者

有利于保持企业的活力，后者有利于企业增强竞争力。 

  （五）背靠经济增长突飞猛进的祖国大陆，以国内市场作后盾。香港在经济起飞阶段是以加工出口为主，

一直到上世纪70年代末，总人口约500万人中仍有近百万人在工厂。随着大陆实施改革开放政策，香港制造业大

量转移到珠三角地区，香港产品出口在总体出口产品中的比例逐步下降，香港日益成为转口港，而转口产品也

主要是来源于大陆。 

       三、香港物流业发展的启示 

  物流业是一个行业跨度大、流程环节多的行业，对于发展中的中国物流业来说，运输、仓储、包装、装卸

搬运、流通加工、配送以及物流信息每一个环节都有许多问题需要深入研究。为避免面面俱到，笔者仅就建立

深圳物流业协调机制和深圳与香港在物流业发展中功能互补错位发展进行一些粗浅的探讨。 

           （一）深圳需要借鉴香港的经验，建立高效的物流协调机制。香港有发达的市场、健全的法制、廉洁的政

府和自主的公民社会，建立在此基础上的广纳民意的物流信息沟通系统是有效的。香港物流业现在已形成了物

流企业———各类物流企业协会———物流协会———物流发展局———物流服务发展委员会这样一个组织架

构。物流企业是市场的主体，各类物流企业协会和物流协会是企业表达利益诉求的中介，物流发展局由运输及

房屋局局长牵头，成员则是由政务司司长任命的物流行业的各协会、商会或学会的代表组成，它是沟通政府与

企业协会、协调推进物流发展的议事平台。物流发展服务委员会则由政务司长牵头，涉及物流业的相关职能

局、署首长组成，是处理物流事宜涉及到多个政府部门时的协调平台。这样一种组织架构最少有三个方面的优

势：一是物流业的诉求能得到顺畅的表达；二是能最大限度地保证政府决策的客观性与科学性，因为经济形势

和市场环境是不断地变化的，作为市场第一线的物流企业对这些变化是极其敏感的，而政府从通畅的渠道获取

来自物流行业的真实信息就为物流政策的制定奠定了基础，因为信息真实是决策客观和科学的前提和保证；三

是这种体制在与内地政府打交道时，能减少香港政府的压力，一方面活跃的民间组织（协会、学会等）分担了

政府的压力，另外香港政府在与相关方交涉时，可以宣称它只不过转达了物流业界的呼声，而这正是香港政府

的份内之事。 

  反观内地物流管理体制则可以看到我们的差距。内地普遍存在“三分割”（条块分割、部门分割、地域分

割）和“三分散”（行政管理分散、物流环节分散、物流地点分散）现象。深圳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三

分割”和“三分散”之弊端，但仍然存在着体制不顺、沟通不力的现象。从物流协调体制上来看，市与区体制

不同，各区的体制也存在很大差异。市级层面将物流管理的职能设在交通运输委员会，具体事务主要由交委内

设机构物流处负责。而各区的物流管理机构设立则是五花八门，有的区设立了属地性质的独立的物流办（如罗

湖区）；有的在贸易工业局下加挂物流办和高新办的牌子（如龙岗区）；有的与高新办一起，两块牌子一套人

马（如宝安区）；有的未挂物流办的牌子，但在贸工局（科技局）下列有物流职能并有内设科室（如盐田区在

贸工局内设物流管理科，南山区则在贸工局内设商贸物流科）；有的既未挂物流的牌子，也未列物流职能，将

物流职能权当作一临时性事务（如福田区）。深圳市既然将物流作为四大支柱产业之一，就应该找到适合深圳

物流管理的体制。除此之外，如何借鉴香港经验，建立各行业的物流协会，使其充满活力，疏通企业与政府的

信息沟通渠道也是一个重大的课题。总的来说，深圳物流管理应建立一个沟通便捷、服务有力、运转协调的物

流管理体制。 

  （二）深圳与香港在物流业发展中功能互补，错位发展。香港是国际物流枢纽城市，仅从物流方面来说，

它拥有世界级的基础设施、高效的信息流通系统、卓越的供应链管理、一站式的物流服务以及海陆空港多式联

运系统。香港在内地经济走向世界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成为内地走向世界的桥头堡，包括深圳在内的许多地方

的经济发展受惠于香港（当然是互惠的），同样深圳的物流业的兴起和发展也受惠于香港。但是随着深圳物流

业的发展，两地的竞争态势也逐渐展现出来，部分行业甚至出现了恶性竞争，如果不妥善地处理这些问题，有

可能对两地合作产生不良影响。但是，两地企业有竞争，也有合作。深圳作为中央惠港政策的联结点和内地与

香港联系的桥头堡的地位，使两地有许多利益关联。正因为如此，深圳在宏观政策制定方面很重视与香港的合

作与交流。深圳市综合配套改革总体方案第六条第一款指出：深圳要与香港形成“功能互补，错位发展，推动

形成全球性的物流中心、贸易中心、创新中心和国际文化创意中心。积极开展粤港澳货物贸易人民币结算试

点。加强金融合作，巩固和提升深港在全球金融竞争中的地位。加强海空港航运合作，加快深港机场合作进

程，进一步加强深港在高端航运服务领域的合作与融合，打造世界级的港口群，支持建设具有全球资源配置功

能的物流枢纽、亚太地区最重要的多式联运中心和供应链管理中心”。 

  宏观政策还需要微观的行动才能达到政策预期，深港在物流业的合作需要做的事至少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加强双方政府间的交流，这是由双方的体制差异决定的，深圳是政府主导，而香港民间力量比较强大，政

府主要是借其力而为，顺势而为。二是加强两地物流企业间的交流，努力寻找双赢或互相能接受的方案。三是

物流企业间相互参股，以避免恶性竞争不断上演。四是加强物流协会间的交流。 

   

   

       （作者：深圳市委党校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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