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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深港物流业合作发展的思考  

作者/来源：成 康  

进入新世纪后, 为满足深圳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 也为承接香港物流业的结构性转移, 深圳市政府在战略上将物流

业确定为四大支柱产业之一, 并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 

  一、深圳物流业发展的现状 

  随着经济的迅速崛起，深圳物流业得到快速发展，城市物流功能显著增强、物流服务水平不断提高，在基

础设施建设与产业发展规模上均跻身全国前列，物流业发展水平已达到世界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深圳市本土相

关物流企业逾3000家，资产过亿元的有32家，在评选的全国物流百强企业中，有10家企业入选（广东省19

家）。一些本地物流企业开始为全球著名跨国公司提供专业物流服务，跻身全国同行前列，形成名气响亮的企

业群。跨国物流企业成熟的运作模式和管理经验，成为深圳物流业参与全球竞争的“王牌”。在全球500强跨国

公司和国际知名物流企业中，入驻深圳的已超过100家，沃尔玛、索尼等一批海内外知名大型企业在深建立了专

业化、社会化的大型配送中心、采购中心、购物中心。全球知名物流企业DHL、RYDER、MOL、FEDEX等物

流巨头在深圳升级了物流业务，外向带动效应进一步加强，深圳城市的物流竞争力通过跨国物流企业和本土现

代物流企业的发展得到提升。 

  二、充分利用香港的地缘优势，加快发展现代物流业 

  深圳建设物流中心城市的最大优势就是毗邻香港。香港是国际物流枢纽中心城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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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海陆空运输的多式联运系统。物流业

是香港经济的支柱产业，香港的物流业代表着当今国际现代物流的先进水平。如果说过去深圳经济主要是利用

毗邻香港发展起来的，那么今后深圳物流业发展仍然要利用区位优势，继续做好深港合作这篇大文章。香港一

直是大陆特别是华南地区最主要的货物出口通道。华南地区外贸出口量有90％经由香港转运， 香港处理的货物

中，60％与内地有关。所以，深圳要使物流业得到扩张和增强，与香港联动不可或缺。香港海港和航港的国际

航线多，现代物流业发达，物流发展环境一流。深圳物流业发展迅速，与内地的经贸联系紧密，有广阔的国内

市场作依托。如果能进一步改善与香港的通关条件，加强与香港物流业合作（包括港口和机场策略合作）， 吸

引香港企业和跨国企业在深圳发展国际性和地区性物流业务，加快完善深圳国际化物流服务体系，将增强物流

业国际化水平和在国际上的竞争力，大大加快深圳物流中心城市建设的进程。在加强与香港合作的同时，积极

发展与珠三角地区、华南地区的合作，进一步拓展物流腹地，提高物流的辐射力。 

          深圳现有物流园区多数以传统的储存、运输、包装、装卸、流通加工为主。随着经济的发展，物流园区土

地的升值、成本的提高，经营仓储配送业的物流企业纷纷转型，现有物流园区面临着产业升级的迫切要求。深

港物流业合作发展是物流园区产业升级的新突破。 

  香港是世界上重要的航运中心，其发展经验和实力对深圳有重要的影响。香港在市场推广、集资、管理等

方面所提供的服务，对珠三角企业及其品牌的成长贡献颇大。深圳市的物流业发展也不例外，除了直接或间接

的合作贸易之外，许多香港大的物流企业或港口运输企业直接投资于深圳市物流基础设施建设，带来的不仅是

雄厚的资金支持，更是物流管理运营经验和世界500强的合作伙伴。深圳市物流业借助邻近香港的优势实现了比

珠三角其他城市“抢先一步”的发展。 

  三、CEPA 对深圳物流业的带动效应 

  勿庸置疑, CEPA 对深圳物流业的影响是深远的。首先, 扩大深圳物流的市场规模, 为深圳物流企业创造新的

利润空间。其次, 促进深圳物流与国际接轨, 提升深圳物流的行业整体水平。再次, 催生深港物流运作新模式, 使

深港物流在整合中实现双赢。 

  香港的物流设施，尤其是现代物流设施配套，跨国物流企业云集，物流业态丰富，高中低端物流业务齐

全。深圳的部分物流设施也相当现代，但在国际上有影响的物流企业不多，本土物流企业还不够茁壮，物流业

务以中低端为主。深圳物流业的生产要素成本同香港相比, 仍有比较明显的优势, 但是深圳物流业的制度成本比

香港依然要高。因此, 对于中低端的物流业务, 深圳的竞争力正在接近、甚至超越香港, 原本在香港境内完成的业

务极有可能分层次逐步转移到深圳、珠江三角洲, 甚至邻近的其他内陆城市。 

  四、两地物流业合作发展的重点 

  一是加快深港物流中心城市建设。香港的物流设施，尤其是现代物流设施配套，跨国物流企业云集，物流

业态丰富，高中低端物流业务齐全。深圳物流基础设施发达，基本形成了以海港、空港为核心，以高速公路、

快速干道、主干道为骨架，面向国际、国内两个扇面的交通运输平台，初步建立了以“大物流、大口岸、大通



关、大平台”为特征的物流信息平台。 

          二是加快深圳八大物流园区规划建设。深圳已启动重点物流园区建设，总规划面积22.48 平方公里。建成

包括19 个重大项目在内的园区物流发展项目库， 总投资额约71 亿元。重点物流园区有：盐田物流园区、前海

湾物流园区、航空物流园区、平湖物流园区、笋岗—清水河物流园区、龙华物流园区等。物流园区的产业集聚

效应日益凸显，英国的百安居、德国的欧倍德、美国的普尔斯马特，以及华润万佳、香江、华南工业原料城等

知名企业纷纷在园区投资兴业， 深圳盐田港保税物流园区于2005 年封关验收和2006 年启动运作， 盐田港保税

区与盐田港港区实行“区港联动”，将促进深圳港口中转业务和转口贸易快速发展，提高了深圳港的国际竞争

力，提升了深圳港国际枢纽港地位。为促进深圳物流中心城市建设，结合深圳城市功能布局及空间结构特点，

在经济合理性、环境合理性、统一规划、循序渐进以及充分利用现有仓储设施等原则的指导下，必须加快两大

类型（货运枢纽型和配送中心型）、五种类别（综合、港口、陆路口岸、航空、配送）、八大物流园区（西部

港区、盐田港区、龙华、平湖、笋岗———清水河、南山、龙岗、机场———宝安）的规划建设。加快香港新

机场和新铁路的建设，提高航运、海运、陆运的运作效率。发展现代物流业，加快物流中心城市建设， 已成为

推动深港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 

  三是大力构筑物流运输平台。充分发挥港口在物流业中的核心和依托作用，按照港口基础设施建设适当超

前的原则，加快港口、航道和集装箱码头的建设，加速建设港口货运枢纽；进一步开放国际航运市场，积极吸

引国际航运公司，大力增辟新航线，形成干支结合的航线网络，增强内外辐射功能；鼓励全方位开拓物流管

理，开拓港口物流加工增值业务，开展海铁联运实施方案的研究，促进海铁联运发展。充分发挥航空运输在物

流中心城市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加快航空设施建设，积极吸引国内外航空公司在深圳开辟货运航线，开辟机场

保税区，拓展航空货运代理服务功能，积极开展承运、分拣、派送、快件处理等综合服务，大力发展国际航空

快件业务。 

  四是大力构筑物流信息平台。物流信息平台是深港物流业发展的另一个重要支撑，建设物流信息平台对于

物流组织和营运流程创新、推动物流产业现代化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深圳物流信息平台的发展方向是借助

两地综合信息网络，提供高效便捷、功能完善的物流信息服务。深圳可借鉴香港的先进经验和技术，将物流业

与数字化技术、网络技术嫁接，抢占该领域的全球制高点。建设深圳市交通通信服务专网系统，与集装箱货运

配载转运跟踪等智能交通应用系统互联。建立两地统一的物流信息平台，提高物流信息的搜集、处理和服务能

力，缩短物流信息交换与作业时间。大力发展电子商务，积极推动网上交易，使电子商务成为物流业发展的重

要内容和载体。    

  五是大力推进现代物流企业的发展。充分发挥深圳在全国外贸进出口中的突出优势，积极吸引全国各地包

括香港在内的贸易公司以深圳为出海口，以香港为中心，开展转口贸易业务。同时，以现有商货代理制为基

础，大力发展货物代理业，积极引进国内外从事商货代理业务的物流代理企业，不断开拓物流网络和市场空

间，推动物流业组织形式和营运流程创新。加强深港两地物流企业的并建，使之不断在合作中同化，在两地形

成一批上规模、上水平的综合化、网络化大型骨干物流企业。 

  六是加强两地的国际合作，共同培养现代物流人才。第一，经常组织两地物流专业人员的相互交流，参加

国外著名物流培训机构举办的物流经理培训课程，学习和了解国外物流业管理的最新技术和动态，提高物流管

理水平；扩大和增进与国外物流业同行的交流与合作，促进深圳的物流业参与到国际市场的竞争中去。第二，

与国内和香港有关大学合作，设置物流专业，开办“物流管理”的学位课程，培训物流专门人才，增加物流人

才储备。第三，建立物流研究机构，除开展物流理论研究、与国际同行交流合作外，更主要是进行物流应用研

究，开发物流应用软件，为物流企业提供投资咨询，为政府的物流业政策提供可行性论证。 

   

  

       （作者：深圳市委党校南山分校高级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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