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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航空貨運業存隱憂  

過去幾年，除了金融和旅遊業外，航空業是香港增長較迅速，在區內仍然享有明

顯優勢的行業；不過，今年三月份，香港國際機場的貨運量下跌，出現了兩年來

首次單月負增長，按年減少 5.4% 。有論者擔心，航空貨運業已經響起警號，機

場的優勢會否如貨櫃港一樣，逐漸流失到內地的競爭者？  

數據顯示，四、五月的航空貨運量止跌回升，情況並無惡化，四月份增長 1.4% ，

五月份進一步擴大至 3.7% 。三月份的警號，似乎不足為慮；可是，中國的出口

策略改變，出口高增長會隨之放緩；加上區內五個機場的競爭愈來愈激烈，香港

航空業的優勢是逆水行舟，航空貨運業的經營環境也會日漸困難，業界與政府都

不能掉以輕心。  

回頭看看三月份的負增長。由於出口退稅政策調整，許多廠商特別趕在退稅下調

之前付運，形成今年一、二月，中國出口特別蓬勃，而且農曆新年過後，一節淡

三墟，在農曆新年尾付貨高峰後，新春期間的貨運量一般會隨工廠放假而顯著放

緩。  

內地改變出口政策  

上列原因既有短期的農曆新年假期因素，也有一項更長遠的政策改變：出口主導

不再，從開放沿海城市時，一直沿用的出口推動經濟的戰略，演變為出口與內需

的平衡發展，預示了出口增長放緩的大勢。  

促成這種轉變的動力，來自內地與國外，包括內地的長三角、珠三角民工荒，促

使企業產業（例如低增值的出口產業）升級；也有外匯儲備大增，令人民幣的貨

幣供應上升，加劇宏觀經濟的不穩定性；還有內地經濟高速增長，人均產值上升，

內需自然增加；外在因素則來自美國、日本等貿易夥伴，以中國近年貿易盈餘高

速上升為口實，不斷投訴中國產品攻佔其市場。  

中國對美取得貿易盈餘，其實僅僅是近年的事，不過盈餘快速上升，引來愈來愈

多的貿易摩擦，促使中國改變出口為主的指導思想，希望增加進口，特別是高新

科技及機械的進口。上月，財政部公布了新一輪的出口退稅調整，取消逾 500 種

商品的出口退稅，希望進一步控制外貿出口增長，緩解巨大外貿順差及貿易摩



擦，並以環境保護的角度，抑制「高耗能、高污染及資源性」產品出口。由於出

口增長受到控制，衍生的貨運需求也因此減慢增長。貿易及物流是四大支柱行業

之中，產值最高，創造最多就業職位的。政府應及早評估中國出口增長放緩，對

貿易物流及香港整體經濟的影響，並擬定相關策略。  

區內機場競爭加劇  

航空貨運業界的另一項隱憂，是區內的劇烈競爭，特別是廣州白雲機場。在珠三

角五個機場當中，廣州與香港的規模相若，定位接近，存在很大的競爭。雖然白

雲機場目前的運力仍然與香港有一段距離，未構成太大威脅；不過，隨　內地加

快開放航權，加上珠三角世界工廠的需求，支持廣州開通更多、更頻密的國際航

班，形成一個更有規模的國際航運網絡，長遠來說，對香港構成龐大競爭。  

以早前結束的第二次中美戰略經濟對話為例，中國開放天空的步伐之快，更彰顯

香港之優游。中美雙方同意擴大現有雙邊民用航空運輸協定範圍，大量增加兩國

間航班班次，在二○一一年全面開放貨運航權，屆時美國貨運業界，可以在內地

各大城市建立新航線，香港的中轉地位無可避免會受到削弱。順帶一提，中美客

運全面開放也提上日程，雙方在二○一○年開始談判有關協定和時間表。  

特區政府要做的，是提高中港口岸的通關效率，和加快航權談判。近年香港與美

國的航權談判，雖然時聞開放天空之聲，惟實質進展不大，政府非得加把勁不可；

業界也可以趁內地放寬空管限制，珠三角空域擠塞問題有望緩解，增加航班的運

力與新航線，保持香港物流樞紐的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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