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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航運發展應向高增值轉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曾業俊）香港銀行公會為
提升市民對防範信用卡騙案的意識，昨日推出名
為「保障信用卡交易–你要知」的宣傳短片，邀
請藝人王菀之拍攝，提醒公眾於信用卡交易過程
中要小心保護個人資料，拒絕按下可疑手機短訊
內的連結，並時刻留意銀行的提示信息，如發現
任何可疑交易賬項時要盡快通知銀行及警方。
金管局副總裁阮國恒表示，消費者教育是打

擊信用卡騙案其中的重要一環，局方樂見銀行
公會進行一系列相關工作以加強消費者保障。
這次活動進一步加強金管局和銀行公會在提醒
公眾要時刻保護好個人和信用卡資料的工作，
同時提高公眾對防範信用卡騙案的意識。

續加強教育 提高防騙意識
銀行公會主席孫煜表示，銀行公會一直致力
保障客戶個人資料及信用卡支付交易的安全
性，並積極推動業界持續落實有關信用卡措

施。銀行公會藉着今次推出短片，持續加強宣
傳教育，配合金管局宣傳口號「撳LINK前要
三思」，提高公眾的防騙意識及提醒公眾妥善
保護個人和信用卡資料。同時，銀行公會繼續
與會員銀行積極交流，互相分享應對詐騙個案
的經驗，以及探討應用科技進一步加強信用卡
保障，期望與各持份者同心協力，攜手打擊信
用卡騙案。
另一方面，中信銀行（國際）稱，鑑於近日市

場上有部分安卓（Android）裝置受黑客攻擊，該
行已暫停安卓裝置用戶於流動銀行旗艦平台
「inMotion 動感銀行」進行熒幕截圖及錄影功
能，直至另行通知。客戶如需獲取交易紀錄，
可於完成交易後的版面按「保存圖片」，儲存
交易紀錄至流動裝置的圖片庫內，或可留意該
行發出之短訊或電郵通知。值得留意，目前中
銀香港、滙豐及恒生均相繼暫停安卓用戶在應
用程式熒幕截圖。

銀公推宣傳短片防信用卡騙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曾業俊）金管局總裁余偉文

昨在網誌《匯思》表示，金管局與國際結算銀行
（BIS）將於11月27至28日（下周一至二）合作舉行
高級別會議，屆時將有逾20位現任央行行長與副行
長以及8位前任行長出席，共同研討在複雜地緣政治
形勢下，金融監管機構專注維護國際金融體系穩定
的工作。

出席金管局BIS合辦的高級別會議
余偉文指，BIS致力於促進中央銀行之間的合作與
交流，維護全球貨幣與金融穩定，金管局自1996年
成為其成員之一。此外，金管局亦參與金融穩定理
事會（FSB）及巴塞爾銀行監管委員會（BCBS）兩
個國際標準制定機構，致力促進國際金融穩定，金
管局同時也是許多其他金融和貨幣領域的國際和區
域組織成員。透過這些國際組織及會議，金管局可
以針對一些可能影響本港市場的重要政策事宜，與
其他央行互相取經借鏡，確保香港處於國際金融發

展的前沿。香港是開放的經濟體，加上許多來自世
界各地的金融機構駐紮香港，因此特別容易受環球
因素影響。

參與國際組織對保港金融地位重要
余偉文認為，香港需要在國際組織積極發聲，確

保出台的倡議和政策能在香港甚至區域內得到採納
和執行。此外，金管局與海外監管機構和國際組織
建立了密切的工作關係，促成互惠互利的雙邊合作
安排，參與這些國際組織對金管局有效履行監管職
責及保持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至關重要。
余偉文表示，基於上述考慮，他接受邀請擔任BIS主

要新興市場經濟體行長會議和FSB亞洲區域諮詢小組
的主席，料有助提升香港在國際監管組織的聲望。事
實上，金管局及其他香港監管機構的代表歷年來也曾
在不同的國際組織及其工作小組等擔任領導角色。除
BIS外，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和世界銀行集團成
員國際金融公司（IFC）都在香港設立了辦事處。

逾20央行行長與副行長下周聚港

HIT指出，相比2019年，2023年葵青貨櫃碼頭整體吞吐量的跌幅約24%，其中的出入口貨量更下跌41%，情況嚴重。儘管今年初內地
全面復常通關，多項防疫政策取消，但在新冠疫情期間，航運公司大多將
貨物轉移到鄰近港口，葵青的吞吐量無法回復到疫情前水平。據估計，香
港已流失了約200萬個標準貨櫃至南沙和深圳港。

全球生產布局變 貨源腹地減
另外，對於早前有傳聞指九號貨櫃碼頭大部分用地已經停用，HIT昨澄
清指傳聞並不正確，HIT表示僅九號貨櫃碼頭北一幅佔地只有約19公頃之
用地因市場需求不足，自2020年起陸續停用，及至2022年該幅用地整體停
用。HIT指，目前葵青貨櫃碼頭堆場平均使用率只有約50%，未充分利用
的土地約80公頃。
香港付貨人委員會主席林宣武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亦指出，環球經濟復甦
未如預期，以及中美關係緊張等因素影響，香港的貨運業前景的確不樂觀。他預
計，未來5至10年本港的吞吐量不會升，只會跌。他指，業界正期望年底會出台
一些幫助到貨運業的發展政策，但相信本港未來應循高增值服務發展，如律師、
保險等服務。
他解釋，香港的貨物主要來自南中國的工廠，但近8至10年來，全球的生產

布局改變，貿易商因美國的政治風險大大減少了對香港及內地的採購，採購轉
移去了東盟、墨西哥等地，而香港一向運貨成本較南中國的3個碼頭為高，隨
着內地的港口愈來愈完善，加上內地不時有對貨運業提供優惠，都令香港與內地
港口的差距愈拉愈闊。

港運貨成本高 貨物轉內地港口
林宣武續指，「香港港口在疫情時封了兩年，產生了很多物流問題，很
多人試用內地港口走貨，發現真的可行，慢慢就改為用內地港口了。」他
補充，內地現時一些鐵路可直接運貨至東盟，無需再經香港大船，如使用
高鐵運貨，時間將可縮得更短。
根據香港海運港口局最早至1994年起的紀錄，香港由1994年開始，連續
11年成為全球港口貨櫃吞吐量之冠，直至2005年才被新加坡超越，新加坡
當年錄得2,319萬個標準箱（TEUs），香港錄得2,260萬個TEUs；香港其
後在2007年被上海港超越，排名跌至第3；在2013年被深圳港超越，排名
跌至第4；2015年被舟山港超越，排名跌至第5；在2018年更被廣州港及釜
山港一同超越，排名連跌兩位至第7；2019及2020年先後被青島港及天津
港超越，排名跌至第8及第9位，近年一直維持第9排名。

港貨櫃吞吐今年料跌出十大
環球復甦未如預期 與鄰近港口競爭加劇

曾經連續十多年蟬聯全球港口貨櫃吞吐量排行榜第一的香港，

近年排名每況愈下。香港國際貨櫃碼頭（HIT）昨預計2023年香港

港口貨櫃吞吐量，將由2019年時的1,800萬標準箱，跌至今年約

1,400萬標準箱，將跌出全球港口吞吐量排行榜前十名。HIT指，

近年面對全球經濟放緩、貿易需求下跌、地緣政局、疫情恢復緩

慢，以及鄰近港口競爭等多項因素，葵青貨櫃碼頭吞吐量持續下

降。而業內人士則認為，受到貨源腹地、成本等因素制約，香港

貨櫃吞吐下跌是意料中事，香港的國際航運中心地位應該要朝高

增值方向發展。 ◆香港文匯報記者 莊程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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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黎梓田）鑑於葵涌貨櫃碼頭使用
率減少，加之香港土地供應緊缺，有心人曾一度推動利
用葵涌貨櫃碼頭的堆場用地建屋，惟社會及政府對此反
應並不熱衷，提議無疾而終。而碼頭營運商之一的長
和，其同系的長實集團今年初曾就葵涌和黃物流中心的6
樓全層逾71萬平方呎的樓面，申請改建為數據中心。
在2018年，有工程界人士倡議在葵涌貨櫃碼頭的貨櫃

堆場上蓋建屋，估計發展規模可等於16個美孚新邨。被
問貨櫃碼頭上建樓的可能，當時，時任長實集團副主席
的李澤鉅指葵涌貨櫃碼頭早已有一棟貨倉建築，其上蓋
為貨倉，地下則放置貨櫃。對於貨櫃碼頭會重置還是加
建上蓋，李澤鉅表明，長和會「顧全大局」，只要不影
響碼頭運作即可。

和黃物流中心申改劃數據中心
雖然上述的業界提議最後無疾而終，但長實並無停止研

究善用葵涌貨櫃碼頭用地，今年初曾就葵涌和黃物流中心
的6樓全層逾71萬平方呎的樓面，申請改建為數據中心。
現時為「其他指定用途」註明「貨櫃碼頭」地帶，擬改劃
為「其他指定用途」 註明「貨櫃碼頭1」地帶加入「資訊
科技及電訊業」用途，以在申請地點發展數據中心。
申請人當時指，為了充分善用現有建築物中的工業樓面
空間，並為新數據中心的發展提供所需的樓面面積，擬把
和黃物流中心6樓的分發中心改裝為數據中心，以鞏固香
港作為區域電訊樞紐的地位。

青衣聯合船塢申建公私營住宅
此外，長和旗下香港聯合船塢集團在今年初亦就青衣
聯合船塢和毗鄰政府土地，向城規會申請重建為一個大
型公私營住宅項目，合共提供逾1.5萬伙，媲美1980年代
在黃埔船塢重建成的黃埔花園，更被市場喻為「黃埔花
園2.0」，為該集團97年後系內最大宗改劃住宅申請。

業界曾提議葵涌貨碼建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蔡競文）香港國際貨櫃碼
頭 (HIT)預計香港今年的港口貨櫃吞吐量排名將跌
出全球排行榜前十名。單看吞吐量，內地多個港
口後來居上，且對香港的差距越拉越大。過去十
多年，珠三角製造業已從勞動密集型產業轉至高
科技產業，全球供應鏈也正從內地逐漸遷至其他
國家，香港若仍要比拚吞吐量以鞏固國際航運中
心地位，只會事倍功半。因此，特區政府和業界
近年已積極推動港口和航運業轉型，朝向高增
值、高效率、綠色等方向發展，重塑領先國際航
運角色，推動高質量發展。
因體制健全的專業服務，香港在船舶租賃、海事

保險和爭議解決等增值海事服務方面潛力無限。舉
例來說，憑藉普通法的優勢，香港是區內主要的海
事仲裁中心，2022年度香港國際仲裁中心處理了
共515宗新個案，其中12.5%涉及海事糾紛。

海事專業服務優勢明顯
此外，國際金融中心的便利，也令區內的船舶

融資和交易更為便利，香港金管局數字顯示，截
至2023年6月，航運貸款及墊款總額約為830億
元，佔在港使用的貸款及墊款總額1.1%。
截至2022年底，香港是世界第四大船舶註冊

地，排在巴拿馬、利比里亞和馬紹爾群島之

後。截至2023年9月，已向香港船舶註冊處註
冊的船舶達2,336艘，合計為1.27億總噸。

全球第四大船舶註冊地
周一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李家超在海運周開幕致

辭時就曾透露，運輸及物流局即將公布《海運發
展策略行動綱領》，積極推動發展航運高增值服
務，以產業導向推動航運發展，尤其海事法律、
保險、船融資等優勢專業服務。
在高效方面，香港國際貨櫃碼頭、現代貨箱碼

頭、中遠–國際貨櫃碼頭（香港）及亞洲貨櫃碼頭
成立了香港海港聯盟，並於2019年4月起已投入運

作，這個碼頭共同操作及管理系統可提升泊位及堆
場策劃的靈活性，大幅減少跨碼頭的內運車運輸及
處理費，從而改善碼頭資源使用及提升服務質素。

重塑領先國際航運角色
早前財政司司長也曾表示，政府會繼續推動綠

色航運發展，打造優質綠色港口，為國家航運減
排減碳作出貢獻。
國家支持香港鞏固提升國際航運中心的地位，

香港也依舊是全球最繁忙的貨櫃港之一。但只有
充分利用好自身優勢，積極升級轉型，才有能力
繼續打造領先的國際航運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