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經濟發展面對著內憂外患，內憂

者是缺乏土地資源和高昂的成本，而外患

自然是區域性的激烈競爭， 加上容易受外

圍因素影響，若要讓經濟及物流業能持續

發展，香港必須加強與內地的合作。

現時香港特區政府藉透過不同渠道深

化與內地的合作，如與內地建立更緊密經

貿關係的安排 (CEPA)，於０９年５月已簽

署補充協議六，另外還有透過泛珠三角區

域９＋２合作協議 (珠三角區域包括： 福

建、江西、湖南、廣東、廣西、海南、四

川、貴州、雲南 9個省區和香港、澳門 ) 

、粵港合作聯席會議、深港合作會議及就

《珠江三角洲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成

立的粵港澳聯絡協調會議、粵港合作框架

協議和大珠三角洲城鎮群協調發展規劃研

究等。

事實上，因應珠江三角洲是中國人口

密度最高的地區之一及南部的經濟金融中

心，若香港能緊密地與珠江三角洲合作，

有助本港經濟的發展。以往由於港商的投

資只集中在珠江東部，因珠江東與香港直

接接壤，有便利的陸路交通聯繫；而香港

與珠江西的交通運輸聯繫主要靠水路，因

陸路聯繫不足。但珠三角西部發展潛力實

不能忽視，其經貿活動，發展潛力，均未

被完全開發，有充足及較廉宜的勞動力，

其勞動力成本較東部便宜百分之二十至

三十，加上有充裕的土地資源，其面積是

東部的三倍，預計未來數年西部經濟起

飛，消費力將隨之而提高 。

根據廣東省交通廳的數據顯示，香

港與珠三角的陸路運輸約七成是以東 /中

部為終點，僅有三成是通往西部城市。現

時貨運，若以陸路運輸，由珠江西到香

港，須繞深圳，經東莞虎門大橋，多花一

個多小時，惟虎門大橋已近飽和；若以

水路運輸，從珠三角西部的主要港口到

香港需 24小時 (包括裝卸貨櫃的時間 )。

由於陸路交通不足，香港與珠西的貨運

主要靠內河貨船。內河貨船的貨櫃吞吐

量 由 1998 年 (3,072,000TEUs) 至 2008 年

(7,419,000TEUs)十年間升幅超過一倍，佔

本港貨櫃總吞吐量三成。 

正因香港與珠江西岸的交通聯繫薄

弱，陸路運輸必須經過虎門大橋，增加了

運輸時間和成本，因此於 2003年 7月完成

的香港與珠江西岸交通聯繫研究中就建議

興建港珠澳大橋，藉以縮短兩地的行車距

離和時間，將可達至多項宏觀社會經濟效

益，包括推動珠江三角洲西岸地區社會經

濟發展；鞏固香港國際航運、航空中心地

位；促進地區旅遊業發展；及完善地區交

通網絡。 

港珠澳大橋帶來的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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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香港更可藉大橋，加強交通運輸的聯

繫，加快與珠三角及其鄰近省分的融合，

推動人流、物流、旅遊業，甚至對其他行

業，締造商機。與此同時，大橋不但能強

化香港在珠三角的龍頭和樞紐地位，還進

一步鞏固香港在大珠三角的國際物流樞紐

地位，及華南地區旅遊重點的位置。 

針對陸路貨運方面，大橋將擴大輻射

範圍，貨源腹地倍增。除此之外，大橋將

大幅減省香港與珠江西岸間陸路客運和貨

運的成本及時間，如往來珠海與葵涌貨櫃

碼頭或香港國際機場分別可節省 6成及 8

成的行車時間，預計可減燃油費數百元，

在快速貨運運輸下，將本港變成國內工廠

貨物的集散區，促進物流業。 

雖然大橋有助促進港珠三角陸路的無

縫接駁，進一步拉近距離，甚至實現大珠

三角地區「1小時生活圈」的願景，但珠

三角的水運仍十分重要。珠三角擁有 60多

個運輸港口，組成世界級規模港口群， 各

港口距離平均不足 50海里，這種高度密集

情況，在國內也僅此一例。 2007年香港、

深圳、廣州三大港口的集裝箱運輸量總和

接近 5000萬標準箱，貨運量已位居國際都

會區的首位。香港接近三成的貨運是來自

河運，在 2008年的河運就有 79,428千公

噸。而當大橋落成後，雖然使用公路和水

運的比例將有所調較，但水運仍具優勢，

特別是水運被譽為「綠色」物流 : 成本少、

運量多、耗能低，是高成本效益及環保的

運輸方式。如一條 1000噸級的貨船相當於

100輛 10噸卡車的運量。 

而在珠江三角洲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

要 (2008-2020)中強調對粵港澳三地的更緊

密合作開列四個方面，包括透過重大基礎

設施的對接、加強產業的合作、共建優質

生活圈和創新合作方式 。而在重大基礎設

施的對接方面，就提到要盡快開工建設港

珠澳大橋。

事實上，興建港珠澳大橋是有其必

要，防止香港被邊緣化，因為一旦正進行

可行性研究的深中大橋落成，其位於虎門

大橋與港珠澳大橋之間，連接深圳、中山

及廣州南沙港吸納珠江西岸的貨物經深中

通道到深圳機場和鹽田港，將直接削弱香

港在珠江西岸乃至西南省份的貨源腹地的

競爭力。 

為使香港的物流業能得以持續發展，

除政府須撥出更多相應的土地、轉向高價

值的貨物及服務 、提升運輸及收費上的

競爭力和推動電子化以增加處理貨運的速

度及準確度外，還要爭取加強與內地的合

作，以互補優勢，應善用《規劃綱要》所

提供的框架平台，繼續發揮香港的優勢，

積極擴闊貨源腹地完善跨境基建建設，加

強與周邊地區的接駁，發展多層次的交通

聯繫。

港珠澳大橋是一條三線雙程分隔車

道，全長約 30公里 ，將採用三地三檢 ，

預計 2015年底完工 。從宏觀角度而言，

大橋有助促進香港、澳門和珠江三角洲西

岸地區經濟上的進一步聯繫和發展，深化

粵港澳合作，推動優勢互補，別具策略意



總括而言，大橋落成後，區域合作加

強，交通網絡擴大，多式聯運進一步發展，

以較高效率運送貨物，吸引更多中轉 /轉

口貨物使用香港的物流設施。而為使香港

物流業得以持續發展，應抓緊珠江三角洲

急速發展的勢頭，加強香港與內地經濟融

合；完善跨境基建建設，伸延交通網絡，

與內地接軌；積極擴大貨源腹地，吸納更

多及多元化的貨運；綜合交通運輸樞紐，

促進海、陸、空貨運，發展多式聯運，提

供多樣選擇；避免無序及惡性競爭，以優

勢互補及協作，加強競爭力；保持開放而

高度透明的規管制度、簡單稅制、高效清

關運作及自由港地位 ，藉以鞏固香港作為

國際航運物流樞紐的地位。

(劉健儀女士：立法會船運交通界議員，

GBS, J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