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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管啟示 

大中華區海空運輸業發展 

  台灣總統陳水扁再次提出兩岸直航的建議。根據報道，兩岸通航將分三階段進

行。首先，台灣政府將開放貨運包機。如運行順利的話，航機可以中降第三地的形

式進行兩地通航：華北、華中地區航線，將以琉球作中轉地；華西地區航線，可以

泰國曼谷為中降站；對於華南地區航線，香港及澳門仍可作為中轉站。最後階段則

以兩岸直接通航為主。兩岸直航與否極受台灣本地政治影響；然而，直航將影響兩

岸三地的空運業發展。  

  筆者於八月中跟隨中大網際物流研究中心（Center of Cyber Logistics）同事考察

台灣空運業。我們訪問兩間頗具規模的貨運代理公司、一間市場佔有率頗高的貨運

航空公司、中正機場內最新貨運站及台灣民航局。訪問中有關當地空運業的發展及

前景的部分，筆者整理如下：  

兩岸整合阻力不小  

  一、經濟背景 作為亞洲四小龍之一，台灣和香港一樣經歷了七八十年代以出

口帶動為主的高增長期。香港在八十年代中開始轉型為服務業為主的經濟形態；台

灣卻因應著深厚的科研基礎，產業結構從勞動密集貨品轉向高技術型貨品。  

  面對九十年代中國經濟逐步開放，低廉成本吸引資金從各方流入。由於語言及

文化方面因素，台資和港資比世界其他地方的資金更早流入中國。事實上，台灣對

內地輸出的不單是資金，長期從事生產高技術型貨品的經驗，更可為中國內地提供

現代化生產技術及工程管理。另一方面，長期的「代工」經驗令台資了解國際市場

狀況，擁有的不單是技術知識，國際營銷經驗對中國產業結構提升更重要。  

  相對香港而言，資金從台灣本土流向內地設廠，可能只是台灣企業「供應鏈」

的一部分，從事的產品開發及國際營銷的人力資源仍留在台灣本土。所以「產業空

洞化」可能只是把技術要求較低部分的生產地轉移，只要台灣仍然保持進行產品開

發及國際營銷人才，這些工序仍會留在台灣本土，所以台灣的經濟轉型仍然是一個

以高技術製造業為基礎的經濟結構。然而，台灣的服務業比重遠較香港低，原製造

業的調整壓力則相對較大。擔負著沉重的調整壓力，兩岸的全面經濟整合面對的阻

力將不小。  

  二、政治背景 台灣的兩大政黨對兩岸政策分歧極大；可是，兩大政黨的民意



支持還沒有一面倒情況。即將舉行的總統大選，將為台灣空運業帶來極大改變因素。

一些評論認為最近公布的有「三通」計劃，主要為選舉造勢。根據訪問接觸，業界

對兩岸直航還是傾向審慎及保守態度。筆者對台灣政治毫無認識，但政策變動可能

成為業界發展的風險因素，對業界的長遠發展產生負面影響。  

應用資訊科技重要  

  三、業界反應 因應經濟調整壓力，業界近年亦發展出不同企業策略。首先，

根據貨代公司提供資料，企業業務重點在於整固在內地台商的客戶網絡，為他們提

供「一站式」服務。通過在不同地區（中國及歐美等地）設立辦事處，企業可為客

戶提供在不同地區的物流貨運方案。比較大規模的貨代公司更在內地組成合資企

業，並持有一級貨代牌照，他們亦透露將來在中國地區的發展大計。這些企業的發

展將不局限於其台資客戶網絡背景，發展重心將著眼於中國市場。  

  我們同時訪問一間市場佔有率頗高的貨運航空公司。根據這間公司提供的資

料，業務在過去數年的發展十分順利。兩岸雖不能「直航」，但貨運航空公司則大

力開展香港及澳門兩地作為中轉站安排。另外，台灣民航局十分積極為台灣航空公

司開展新航線，這對行業發展前景似乎十分樂觀。  

  資訊科技的應用在空運業發展十分重要。在訪問一間貨代公司時，公司的管理

層以資訊管理為企業策略發展方向；另一間競爭對手則設立一個專責資訊系統發展

部門。這些發展對他們在資訊科技較落後的中國市場將成為競爭力來源之一。  

  整體而言，台灣空運業雖受制於政策因素，業界仍能因應中國市場發展及其「台

商」客戶網絡作出調節。在「直航」還不能實施前，台灣業界仍積極利用香港作為

中轉地的角色，他們在香港的發展對本地業界有正面影響。  

ＣＥＰＡ影響香港空運業  

  更緊密經貿關係安排（ＣＥＰＡ）對業界的影響可分成兩部分。首先，零關稅

將可提高本地產品的競爭力，主要得益產品為高產值貨品；然而，對空運業的短期

影響將不大顯著，因本地產品出口往國內的數量不大。長期而言，若能吸引廠商回

流，出口量大幅度加大，則可能對空運業有正面影響。可是，廠商的回流決定仍受

制於成本及人才供應的限制因素。  

  ＣＥＰＡ將於明年開放十七個服務行業，香港企業可較外國企業更快在內地開

設獨資企業。受惠行業包括不少物流相關行業，例如貨運代理、倉儲、道路貨運、

海運服務及物流服務。  

  雖然不少本地物流相關企業已在國內開設合資企業，「獨資企業」的運作模式

應更有效提高企業的效率及應變能力。物流業十分注重「整合」，「獨資企業」的



運作可能更有利企業及市場間的「整合」。  

  長遠而言，ＣＥＰＡ不但令本地物流增加投資機會，整體物流業競爭力將有機

會得以提升，空運業或可從中得益。除物流業外，貿易服務業將是受惠行業之一。

如本地貿易服務業可更容易在珠三角開展業務，香港空運將可從中有所裨益。可是，

ＣＥＰＡ是中央政府政策，地方政府對政策執行仍有影響，這些「地方利益」因素

將決定ＣＥＰＡ對業界的得益。  

  網際物流研究中心於上周舉辦了一次研討會，重點討論ＣＥＰＡ對本地空運業

的影響。業界普遍認為ＣＥＰＡ提供更多發展機會；然而，短期的幫助有限。  

  首先，香港貨代公司以中小型企業為主，基於資金及資訊科技限制，大規模開

拓中國物流市場於短期並不可行；其次，業界認為如ＣＥＰＡ能開設「窗口」辦事

處，主要協助香港企業在內地設立獨資公司事宜，則可避開國內不同部門的審批程

序；否則，官方的多重程序將延遲香港企業在內地的投資，ＣＥＰＡ對香港企業的

優待將變成「有名無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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