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受中美貿易戰、企業分散供應鏈及
華南港口競爭等因素影響，香港貨櫃
碼頭吞吐量去年首次跌出全球十大，
跌至第11位，香港去年錄得港口吞吐
量約1,434萬個標準箱（TEU），按年
下跌14.1%，連續第7年下跌。香港付
貨人委員會主席林宣武表示，雖然香
港的港口排名下跌，但也不要妄自菲
薄，香港優勢猶在，皆因地處北亞及
東南亞的心臟地帶，有着獨特的地理
優勢，是區內供應鏈及物流的重要樞
紐。他認為香港的航運業應向多元化
方向發展，將香港作為國家對外的窗
口愈做愈大。

未來三年仍面對貿易戰影響
林宣武解釋，香港港口業在未來兩

三年仍要面對難處，「在中美貿易戰
之下，不少在廣東省的廠家無論是香
港廠家或內地廠家，其歐美市場的客
戶都傾向不想在中國內地生產，這種

情況已經在十年前開始。」此外，他
又指美國客戶要求香港或中國內地的
廠家盡可能不用中國內地的原材料，
例如要七成以上用東南亞的原材料，
此舉變相令廠家要在東南亞等地設置
上游、下游的供應鏈，非常影響香港
的轉口貨物，這情況相信在可見的未
來二至三年情況會更加嚴重。
然而，「香港特區政府對外很努力

推銷香港在航運港口業上的優勢，即
使港口排名略有下跌，香港對東南亞
來說仍然是有很重要的位置。」林宣
武以德國漢堡港為例，過去曾跌出十
大港口，排名有下跌，但也沒有人會
質疑漢堡港的重要性，所以相信香港
的港口即使貨物的吞吐量未來未必會
重拾以往的水平，但作為東南亞中心
點的地位，仍是不容置疑的。

東南亞貨物轉口港優勢不變
「香港去歐洲的貨量是少了，因為

由鹽田港直接出去會更加方便，但由
於水路方面香港去南美洲仍然是主要
的轉口點，令到東南亞的貨物很多時
也會利用香港做轉口點，香港的優勢
在於自由港、沒有稅加上對轉口法規
熟悉，不少原材料等貨品經香港轉口
到內地，這是必經的水路，這方面香
港是做得不錯。」林宣武詳細道出香
港在東南亞轉口上的優勢。

香港航運業，尤其是碼頭貨櫃業，近年面對華南港口群的強大競爭，去
年貨櫃吞吐量已跌出全球十大。香港付貨人委員會主席林宣武接受香

港文匯報訪問時認為，推進香港綠色航運及綠色港口發展，將是香港未來航
運業的動力來源，「業界期望供應新能源予船公司的新貨船在香港入燃料，
在此情況下希望吸引船隻來港的同時，也吸引貨品來港上船。」
林宣武指出，國家也清楚說明「香港是國家對外的窗口，香港這個窗口如
何愈做愈大，哪怕是外面有風雪甚至是沙塵暴，我們都要打開窗口讓外界知
道，香港是做得到的。」

政府已為綠色航運作鋪墊
就綠色航運及綠色港口的政策推動上，運輸及物流局於今年7月就船舶推
出全球首個以碳強度指標作評級的綠色優惠計劃，又推動修例准許船隻在香
港水域內使用低碳零碳燃料，是香港邁向綠色航運和綠色港口的重要一步。
海事處於今年6月底推出全球首個以碳強度指標（Carbon Intensity Indica-

tor, CII）作評級的綠色優惠計劃，帶頭支持國際海事組織與碳強度指標評級
相關的綠色航運政策，以鼓勵航運業綠色轉型。所有5,000總噸或以上合資
格的香港註冊船舶如達到國際海事組織制定的碳強度指標評級A或B，便符
合資格獲得綠色優惠。每艘合資格的香港註冊船舶可於2024至2026年間每
年獲得2萬元。政府在2024至25年度財政預算案已撥款6,500萬元以落實此
項措施。國際海事組織亦於今年6月27日向所有成員國發出通函，公布香港
特區政府推出該計劃。

航運業對綠色燃料需求日增
此外，運輸及物流局早前向立法會提交《2024年船舶法例（燃料使用及雜

項修訂）條例草案》，早前已進行首讀。條例草案的主要目的，是一改船隻
在香港水域內只可使用船用石油燃料的規定，讓相關船隻可安全地使用及加
注其他例如液化天然氣、甲醇、氨和氫等日益普遍的低碳甚至零碳的綠色燃
料。林宣武認為，預期航運業對綠色燃料的需求在未來將不斷增加，推動船
隻於香港加注綠色船用燃料，有助香港把握航運業減低碳排放的國際趨勢，
維持港口的競爭力。

加強東盟經貿關係促進物流
除了加快香港綠色航運及綠色港口發展之外，林宣武又認為香港的航運業
要多元化，例如要研究與大灣區港口群的協同發展，也要研究加強與《區域
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各成員國的緊密合作。「香港政府積極爭取
加入RCEP，在爭取加入RCEP的同時，我認為香港可以思考如何與RCEP
各成員國的關係變得更緊密。」他舉例說香港市民在泰國已經可以使用轉數
快（FPS）在當地消費，但他認為除了泰國之外，東盟成員國還有其他國
家，如何將FPS的使用範圍伸延至其他東盟成員國才是關鍵因素，日後香港
與RCEP各成員國有更緊密的合作，相信有利香港的人流、物流和資金流。

區內供應鏈物流樞紐 航運優勢猶在

奢侈品暫存香港 方便貨品轉運

● 香港有獨特的地理優勢，是區內供
應鏈及物流的重要樞紐。

大灣區港口協同發展大灣區港口協同發展 港突圍靠綠色航運港突圍靠綠色航運
形成互補互惠共贏制度形成互補互惠共贏制度 善用優勢鞏固地位善用優勢鞏固地位

消息指今日公布的新一份施政報告，

將提出包括建設綠色燃料加注中心、發

展智慧港口及吸引船舶註冊等多方面的

措施鞏固香港的國際航運中心地位。業

界人士指出，在應對航運業的挑戰方

面，除了香港自身的升級轉型外，借助

華南各城市主要港口物流設施，形成互

補兼互惠共贏的制度，也可鞏固及提升

香港國際航運物流中心地位。業界認

為，未來一段時間，香港可以朝兩個方

向發展，一是進一步協同大灣區港口群

整體的發展，善用香港的優勢提升競爭

力；二是香港着力發展綠色航運及綠色

港口，是突破的新方向。

●香港文匯報記者殷考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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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事船舶投資、運營及管理相結合的綜合航運
服務供應商洲際船務集團（2409）去年3月底成功
在港上市，其執行董事兼首席財務官賀罡接受香
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該集團選擇在港上市，主
要是看好香港市場及其航運市場的國際化地位。
他並相信可在提升香港國際航運中心地位上作出
貢獻，「我們會加大在香港的投入，增加香港航
運業務上的布局，以香港作為拓展國際化市場的
一個支點，香港有很多國際化的人才，通過香港
這個支點來拓展國際船舶管理業務，未來肯定可
以走向國際市場。」

各地建網點 建國際化團隊
賀罡表示，目前該集團在香港擁有船舶管理業
務，他解釋做船舶管理要建立一些網點，船舶管
理公司要貼近船東聚集的地方，這樣溝通起來會
比較方便，所以目前在內地的布局，分布在青

島、上海、寧波及福州等地；境外方面，有香
港、新加坡、德國及希臘等地。「同時，我們美
國的這個網點也剛剛建立好，現在也在建立菲律
賓的網點，未來可能通過菲律賓，招募一些當地
的船員，將集團的管理走向國際化，真正把中國
服務推向國際市場。」
由於中國在船舶管理這方面起步比較晚，賀罡

認為在國際市場上前十名的大型船舶管理公司，
有部分已有上百年的發展歷史，是一個比較成熟
的市場，而洲際船務集團在這個領域上是較為國
際化的一家，而該集團未來也非常看重香港市場
的發展。

港欠船舶管理專才 需內地招聘
被問及香港與內地業務的協同效應，賀罡指出

香港做船舶管理的專業人士比較少，該些專業人
士最基本的要求必須是船長或者船上的輪機長這

兩種職務，在香港就很難招聘到，所以有部分工
作需要轉到內地進行，例如轉到青島、上海、福
州及寧波等地，但該集團會將部分高附加值、收
益高以及技術含量高的業務在香港進行，所以香
港及內地的業務是互相聯動。
對於香港作為國際航運中心的地位與未來發

展，賀罡表示該集團選擇在港上市已經是對香港
未來發展，以至中國未來經濟發展非常有信心，
因為香港背靠着祖國，是中國對外非常國際化的
窗口，所以該集團對香港未來國際航運中心的地
位是充滿信心。「早前集團與海瀚資本各持股
50%，合資組建新船東公司『海瀚洲際』，透過是
次組成合資公司深入布局香港的航運市場，通過
跟香港的合作夥伴成立合資公司，共同拓展香港
的市場，以香港市場作為立足點，去拓展國際的
市場，重要原因是香港具有國際化的航運中
心。」

洲際船務：冀藉港國際地位走出去

香港作為國際航運中心，在轉口物流
具備良好的優勢，「快」更是具備的重
要發展條件。德勤中國戰略與經濟諮詢
合夥人江偉軒表示，以電子零件、奢侈
品等為例，有不少該類產品的生產商會
將產品暫存香港，經香港轉口到外國在
時間上快很多。
他舉例指，手機、電子零件在東南亞

或海外出售完後，如要退貨不會直接退
回內地，反而可以停泊在香港，如果有

客人要換貨，可以在香港直接出貨，免
去不少繁瑣的手續，所以香港對於高增
值產品作轉口物流有一定優勢。

港國際航線數目領先
江偉軒又提及，香港具有轉口物流的
優勢主要條件是具備多條國際航線，今
時今日與香港競爭最大的城市可以說是
深圳，一個城市要成立多條國際航線需
要很長的時間，而香港與深圳在國際航

線上是有幾倍的差距，所以在建立國際
航線上內地城市未必是短時間可以追到
香港。

空運發展潛力大
航空業是香港核心競爭力重要的部
分，江偉軒認為香港未來三跑的落成、
菜鳥在香港國際機場建立一個高度自動
化的物流倉，看到業界對香港空運的潛
力是具有信心。

▲ 香港付貨人委員會主
席林宣武指，香港航運
業應向多元化方向發
展，將香港作為國家對
外的窗口愈做愈大。

● 洲際船務集
團執行董事兼首
席財務官賀罡表
示，選擇在港上
市，主要是看好
香港市場及其航
運市場的國際化
地位。

▲▲內地航運業近年發展迅速內地航運業近年發展迅速。。圖為深圳鹽田港圖為深圳鹽田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