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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內地機場的機遇與挑戰 

  香港機場管理局爭取珠海機場二十年的經營管理權，是順應現代機場管理的

潮流的積極作為。前民航處處長樂鞏南先生，亦曾以英國機場管理局主管英國五

大機場，及美國紐約及新澤西州的多個機場都是由一個港管局主管為例，說明了

香港機管局的入主珠海機場，並不罕見。事實上，這個趨勢在國內也早已形成，

北京首都機場在多年前，已積極收購及管控中國北部多個機場。最近，中國西部

機場集團成立，將經營管理西安、延安等跨三省的八個機場。相對而言，香港機

管局的進駐中國內地計劃，雖然已推行多年，步伐卻有待加快。其中我們亦不難

發現推行此計劃的重重困難。  

  暫且不談在內地碰到的障礙，在香港遇到的困難之一是與本地航空公司的潛

在利益衝突。在本地航空公司未能取得在內地經營航班的航權之前，鄰近機場的

壯大，會引起人流及物流被分薄的恐懼。困難之二是香港政府沒有明確表態，政

府應有原則性的指標，公營事業可以在怎樣的原則及條件下，向境外投資擴張這

些原則的設定，可以減少社會上不必要的猜測及爭論。困難之三是社會上的香港

本位主義，將香港具優勢的知識及技術傳到境外，最終會威脅香港的領先地位，

鹽田港的發展是使港人不能釋懷的例子。  

拉近中港差距  

  對於香港機管局入主珠海機場是好是壞的爭論，我認為可以分別由宏觀及微

觀的角度分析。宏觀而言，中國的經濟迅速發展是時代的大趨勢，也是絕大多數

港人願意見到的趨勢，就像水向低流的物理現象一樣，時代的大趨勢不能逆轉，

任何人為障礙，就像水壩一樣，都只能暫時性的拖延水往低處流。  

  珠三角及深圳因為香港的優勢，得以加速發展，但珠三角的發展不一定只能

依靠香港。就如現在想要在上海浦東機場投資發展空運貨站的公司，不單有國泰

航空公司，還有新加坡航空公司、德國漢莎航空公司、大韓航空公司等等。今天，

可以促進內地發展的不單只有香港，世界各大企業都在內地尋找商機。  

  香港要維持自身的競爭力，不應是強調兩制，獨善其身，故步自封，務求擴

大與內地的差距。相反，香港應該利用自身的優勢，協助內地的經濟及管理發展，



從而提升並拉近兩地的差距和互信。  

  至於投資珠海機場是不是一個明智的選擇？會否分散機管局的管治效能？

會否削弱擴建香港機場設施的能力？投資回報率是否合理？如何負擔投資失

利？這等等都是很好的問題，而且也是在投資前必須要回答的問題。詳細再看一

下這些問題，其實都是公司管治及選擇投資項目的微觀問題，應該由董事會提

問，機管局行政團隊作答。我們更應該問的是：現在的機管局董事會成員，是否

有能力對這等提問作出合理的判斷。  

不能因風險卻步  

  任何投資經營都有風險，企業不能因為風險而對投資卻步，企業必須以管治

架構來評估風險，現在的機管局董事會成員，有在內地營商多年的馮國經先生作

主席，多位局長級官員代表　公眾利益，再加上多位同樣有內地營商經驗的專業

人士，沒有理由懷疑這個團隊的判斷。唯獨是在對公眾的溝通說明上，機管局可

以改進，提早及更多的溝通可以減少不必要的疑慮。中大工商管理學院網際物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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