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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評論 

港美航權談判須達雙贏 

  美國政府多年來都要求香港單方面全面開放航權，由於兩地第三及第四航權

已開放，美國的要求似乎主要是開放第五航權（可透過香港自由往來其他城市），

其次可能是第七航權。在二○○○及○二年的談判過程中，美國曾高姿態地向特

區政府施加政治及輿論壓力，美國一些業界亦進行游說，但在現在一輪的談判過

程中，美國政府似乎採取較低調的立場─我們未能從報道中了解到其具體要求是

什麼，因此，也不容易評估對香港整體經濟和航空業有何影響。  

  港美經濟關係是香港重要對外經濟關係的一環，能妥善處理這項關係，達致

雙贏的結果，最為重要。在評論這個複雜的政策前，必須清楚說明幾方面的背景

事實。  

港航空政策出現轉變  

  自二○○二年中，香港的航空業經歷了多方面的重要變化，包括港龍作為香

港的第二間航空公司往來台北、香港與美國之間達成進一步開放航權協議，而港

龍更可往來亞洲的幾個重要旅遊點（包括馬尼拉、曼谷、首爾、悉尼和東京）。

兩間新的航空公司，中富及港聯相繼成立，這無疑可增加旅客的選擇、改善服務

的素質和促進票價上的競爭。  

  港府的航空業政策中，「一航線，一公司」一直是主要的支持點，而政府在

面對新申請者，是依據市場情況、現有航線的需要和申請者的條件作出決定。港

龍近期獲得台北和亞太區的一些原本只有國泰經營的航線，以至兩間新航空公司

成立，清楚顯示特區政府已開放了「一航線，一公司」政策，這是香港航空政策

重要的發展，符合全球一體化及市場對加強競爭的要求。  

  歐美國家都有明確的政策促進基地航空公司加強其在國際間的競爭力及經

營效率，香港政府在這方面也是責無旁貸的。  

  根據近年國際航空業的發展，就算是一些中型的發達國家（例如德國、加拿

大和澳洲），如要創造競爭環境以培育兩間本地的航空公司，在國際航線中作全



面的競爭經營，後果是失敗的。退而求其次，政府可以鼓勵一個「一大一小」的

基地航空公司，在干預下作有序競爭。在這「一大一小」的格局中，面對不斷變

化的市場狀況和新技術挑戰，政府如何調整現有政策，以達致一個新的動態均

衡，進一步為社會提高整體的長期利益，是高難度的決策。  

  對一個經濟體系來說，要發展航空業，除了開放的政策外，能與其他國家協

議更多航權和航班，則可以擴大其航空網絡；每個政府都必須反映市場的需要，

與其他國家爭取公平而開放的航權。在這方面，香港政府近期積極推動了多方面

的發展，這包括了二○○四及○五年與內地的航權協議，以及在二○○四年與西

班牙、澳洲和馬來西亞更開放的航權協議，其中更增加了不少的新第五航權安排。

大小公司干預下有序競爭  

  美國自一九七七年開放本土航空市場，內部競爭也促進了國際航空市場的變

化，美國航空公司出現收購合併，導致美國航空（American Airlines）、聯合航空

（United Airlines）及達美航空（Delta Airlines）等超級航空公司的出現。為了爭

取更大的業務和市場，它們推動政府與其他國家洽談「開放天空」的協議，這些

協議大幅度地擴展了國際航空服務。  

  直至目前為止，美國政府已經與接近七十五國家簽訂「開放天空」協議，其

政策的基本內容，通常包括以下方面：開放雙邊夥伴間所有航線；沒限制地在美

國與其他參與國家中任何國際開放，進行經營，包括中途和過境航權（第五航

權）；所有航線沒有載客量、班次和機種的限制；更有彈性地在某些指引下訂定

價格；開放包機及貨運的安排；航空公司可把國外收入轉換為硬貨幣，並容許無

限制地　回他們的國家；開放「代碼共享」的機會；容許美國航空公司在夥伴國

家經營自己的地勤服務；容許美國航空公司自由參與航班運作有關的商業活動；

可公平地經營電腦預訂系統。  

美英航權關係具代表性  

  美國在近年推動「開放天空」的第五航權談判過程中，有多個重要市場進展

仍然非常緩慢。這些國家都因為各種原因，拒絕向美國全面開放第五航權，這對

香港亦有重要的啟示，它們包括：  

  美英航權 自一九九五年，美國航機已在完全沒有限制下飛往英國所有城市

（第三及第四航權），但倫敦的兩個主要機場（希斯路及吉域）則除外；再者，

第五航權仍未有開放。在近年的談判中，美國希望英國更能開放希斯路機場給更

多美國航空公司使用，但未能成功。  

  美加航權 美加自一九九五年簽訂航空協議，除了完全開放的第三及第四航



權外，兩國間只有很有限的全貨運境內「串飛」安排；客運及貨運的第五航權仍

完全未有開放。  

  美澳航權 全貨運現在是全面開放的，而客運方面的第五航權卻未有開放。

  美日航權 在二○○一年談判，日本拒絕了美國全面「開放天空」的建議。

現在，美日間的全貨運差不多是完全開放，而在客運方面，第三、四及五航權仍

然有較大的限制，日本成田機場的擁塞是主要的原因。  

  美墨航權 美國和墨西哥在二○○五年年初曾就航權進行討論，墨西哥至今

拒絕了全面開放航權的要求。  

  在歐洲的「開放天空」進程中，英美的關係是有其代表性的。自一九九五年

至今，美國只有兩間航空公司（美國航空和聯合航空）可飛往倫敦的希斯路機場，

而其出發的美國城市亦有所限制。對英國而言，英航及維珍航空是指定可使用希

斯路機場飛往美國多個城市的兩間英國航空公司。現在，有些美國城市，包括鳳

凰城、費城、底特律及休斯頓，只有英航提供到希斯路的服務。  

  近年，英國佔英美航線業務的市場比例逐漸上升，美國政府因而不斷向英國

提出要求，但希斯路機場的規模和設備亦嚴重受到限制，更多美國航空公司希望

能進佔英國市場，短期內並不容易。二之一  

中文大學航空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全國政協委員  

 本港航空業的發展，與美國「開放天空」的航權談判結果有重大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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