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离岸贸易发展及原因分析 
 

赵大英 

（中山大学岭南学院 2004 级博士生，广州，510275） 

 

摘要：论文在对香港离岸贸易的发展过程和阶段分析的基础上，对香港离岸贸易各阶段发展的原因进行了

定性分析，认为，内地制造工序的发展和香港港口的高费率以及内地港口码头的发展是香港离岸贸易发展

的原因。最后，作者利用香港离岸贸易的有关数据对上述原因进行了定量检验。综合定性和定量分析结果，

得出结论：全球制造业的转移是香港贸易模式发展的根本原因，但内地港口的发展则是香港离岸贸易发展

的重要原因。 

 

关键词：离岸贸易；服务贸易；转口贸易；转运服务 

 

引言 

    近年随着内地特别是珠三角港口的发展，原经由香港港口转口和转运的内地外贸货物愈

来愈向内地直接付运贸易转移，香港离岸贸易迅速发展。因此越来越多的人对香港国际航运

中心的地位表示担忧，本文拟对香港离岸贸易发展的原因进行定性和定量分析，为进一步分

析探讨香港港口吞吐量与香港离岸贸易的相互依存关系以及香港国际航运中心的发展前景

作铺垫研究。 

1   文献回顾和数据说明 

1.1   文献回顾 

离岸贸易的研究文献几乎没有，多数研究集中于离岸金融。国外，Ronen Palan（1998），
认为离岸经济的产生原因主要是规避管制，主要领域是，跨国公司的 FDI，国际金融中的离

岸金融市场和离岸金融中心等、避税的出口加工区、船运行业的船只异地注册以及电信行业。

Kyoji Fukao 等（2003）分析了东亚地区的行业内垂直贸易（VIIT），指出跨国公司的 FDI
是东亚地区 VIIT 发展的主要因素。Sven W. Arndt（1997）和 Wilhelm Kohler（2001）分析

了生产者为降低成本而外购资源（outsourcing，offshore sourcing）对国内经济的福利影响。

中文文献方面都是在研究香港贸易转型时提到离岸贸易，尚没有对离岸贸易的专门研究，如

王春新（2003）和萧怡钦（2003）。 

1.2   离岸贸易的有关数据说明 

根据香港 2002 经济概况第 78 页第 3 条统计说明， 离岸贸易包含在本地生产总值中较

概括的服务输出组成项目下与贸易有关的服务输出类别。离岸性质的贸易行为是指在香港是

否设立营运部门、在香港处理的工作、香港工作的重要性、顾客的来源地及合约签署地等。

离岸贸易包括“商贸服务”及“与离岸交易有关的商品服务”。 

与离岸贸易有关的服务出口，是指香港的商业机构为香港以外的货物交易双方提供中介

服务，而所涉及的货物不会进出香港。2003 年“商贸服务及与贸易相关的服务”行业中的

89.5%是与离岸贸易（即“商贸服务”及“与离岸交易有关的商品服务”）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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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贸服务是指从外地卖家购入并售予香港以外买家的货物交易服务，而有关货物无须进

出香港（表现在运输上为转运和外地直接付运）。与离岸交易有关的商品服务，是指按外地

买家/卖家要求，代为购买/销售货物的服务。从离岸贸易所得的收入，包括商贸服务所赚取

的毛利，以及与离岸交易有关的商品服务所赚取的佣金。因此，离岸贸易数字应为二者之和。 

离岸贸易并非香港货物贸易的一部分，因此所涉及的货物价值没有包括在香港对外商品

贸易统计数字内。然而，从“商贸服务”所赚取的毛利及从“与离岸交易有关的商品服务”所赚

取的佣金，则计算并包括在香港的服务出口数字内。  

虽然离岸贸易所涉及的货物不会进出香港，但所涉及的货物价值可作为这类活动的一项

指标进行参考。2003 年商贸服务所涉及的货物销售额达 11，809 亿港元，较 2002 年大幅

上升 15.0%，买卖毛利比率为 8.5%。2003 年与离岸交易有关的商品服务所涉及的货物销

售额大幅增长，达 4，857 亿港元，平均佣金比率为 3.4%. 

表 1  离岸贸易数字与商贸服务和“商贸服务及其他与贸易相关的服务”数据比较 

                                                         单位：百万港元 

 

 

 

 

 

 

 

 

 离岸贸易 商贸服务及其他

与贸易相关的服

务输出 

比率 

(%) 

贸易总额    

1998 65397 76,866 85.1 

1999 69821 81,524 85.6 

2000 84607 97,616 86.7 

2001 91964 106,447 86.4 

2002 103005 115,996 88.8 
 

但由于香港 1995 年起开始采用详细的服务贸易统计分类，1995 年前没有细分数字，

为获取更长序列的数据，本文中离岸贸易数字采用“商贸服务及其他与贸易相关的服务”代
替。本文也用 1998—2002 年的数字作比较，发现前者占后者的比例基本稳定在 85%—90%
之间（见表 1）。 

    另外，商品贸易又可区分为一般贸易和加工贸易。一般贸易出口是指外贸企业直接收购

货源出口，其货源不以进料或来料加工、来件装配为前提的一种贸易方式。加工贸易是指来

料加工和进料加工，以进养出的贸易，分本地加工和异地加工（外发加工）。外发加工是指

香港公司与内地制造业机构订立外发加工安排，根据安排，香港公司可将其产品的全部或部

分生产程序判予内地机构进行。通常原料或半制产品会出口内地进行加工。外发加工贸易在

香港整体商品贸易中所占的比重的下降可以反映转口贸易向离岸贸易转移的结构性变化，以

及货物转由内地直接付运的趋势。     

从运输角度看，香港公司经营的离岸贸易包括转运贸易和内地直接付运贸易两种形式， 
转运贸易和内地直接付运贸易都没有系统统计。转运是指以联运提单或空运联运提单，由香

港境外地方，托运货物往另一个香港境外地方。转运货物可以从装卸其入口的运输工具卸下

作短暂的储存，然后运回同一运输工具或转到另一个香港境外地方。转运货物与转口货物的

不同之处在于：转口贸易是指生产国将货物先卖给香港，香港再专卖给消费国，在香港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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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商品买卖行为；转运货物的付货点与提货点均在香港以外的地方，故无须向香港海关申报

其货值，货物也不需要香港加工或重新包装，只是短暂停留后，经转载再运往目的地，而货

值亦不计入香港的贸易统计中，对于港商而言，属离岸贸易。有关统计数据说明：总卸货量 
包括进口货物和抵港的转运货物；总装货量包括出口货物（包括港产品出口及转口货物）及

离港的转运货物；装运种类表明货物流向的方向及类别：进口香港或从香港出口/转口的货

物列为直接装运，而以联运提单在香港转运的货物则列为转运。途径香港的过境货物并不包

括在统计内。 

2   香港贸易结构的发展变化和离岸贸易的发展 

2.1   商品贸易发展 

香港的转口贸易有悠久的历史，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香港就是东方一大转口贸易港

口，转口贸易发达。但二战后，香港的转口贸易经过太平洋战争的打击，以及后来追随英国

对华“禁运”而出现短期衰落，到 60 年代初转口贸易才逐渐发展，出现持续增长。50 年代中

后期，香港被迫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加快了出口导向型加工业的发展香港对外贸易实现了从

转口贸易为主，转为以产品加工出口贸易为主，从转口贸易型向加工出口贸易型转变和发展

阶段。1959 年，香港出口总值为 33 亿元，其中本地产品出口值为 23 亿元，占 70%，转口

贸易仅占 30%。进入 60 年代后，香港面向国际市场的纺织、成衣、塑胶、玩具以及电子等

工业蓬勃发展，出口规模不断扩大，增长速度越来越快：这个时期港产品出口在总出口中的

比重一直保持在 80%左右。70 年代香港的加工出口贸易进一步发展（1970——1979 年），

香港的出口加工业已逐渐向多元化发展，电子、钟表、化工、仪器等新兴工业发展尤其迅速，

虽受世界性经济危机和石油危机的影响，但香港对外贸易仍发展迅速：1969 年－1979 年

10 年间平均年递增率高达 19.13%。港产品出口仍然保持较高的增长水平，此阶段港产品在

总出口中的比重一直 70%以上。这时期转口贸易在总出口的比重中，虽然一直在 30%以下，

但大多数年份都有两位数的增长。 

500000

随 1978 年内地实行改革开放政策，香港制造业逐渐向内地扩散，香港的加工贸易也逐

渐由本地加工为主向异地加工为主发展，形成了世界级规模的珠江三角洲加工业基地。大规

模的异地加工带动了原材料和产成品的转口，形成了“中转贸易”与异地制造程序相结合的新

模式，香港作为转口贸易港的地位和作用得到进一步发挥和加强，转口贸易迅猛发展，在整

体出口值中比重逐年上升，平均每年以 2.75%的速度增长。1988 年转口贸易额高达 2754
亿元，比上年增长 51%，一举超过港产品出口，所占比重达到 56%，此后地位持续提高，

占出口贸易（包括港产品出口和转口）的比重由 1988 年的 56%升至 1991 年的 70%，1993
年的 78.7%，1993 年转口贸易额高达 8232 亿元，使香港的对外贸易由 60 年代以来以港产

品出口为主再转为以转口贸易为主。而港产品出口货值也持续增长，港产品出口的绝对数额

在 1992 年达到历史最高点，为 2341 亿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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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 年开始，港产品出口总值就持续下降，在整体出口中的比重则随转口贸易的迅猛

发展而持续下降，从 1980 年的 70%下降至 1993 年的 21.3%。港产品出口的明显下跌，反

映出口结构续向转口及离岸贸易转移。 

2.2   服务贸易和离岸贸易的发展 

随内地港口码头设施的完善，航运能力的提高和进出口服务业（如货物保险、品质检验

和集装）的发展，内地已能安排国际认可的文件和辅助服务。一些不用在香港进一步加工而

可以直接付运的产品，不用再经过香港，而直接从内地港口出洋，实现直接付运。转运和直

接付运的发展，在贸易统计上反映为离岸贸易的发展（离岸贸易包括转运贸易和直接付运贸

易两种形式。转运贸易和直接付运贸易都没有系统统计）。随着珠三角包括海运、空运在内

的国际物流业和开放程度逐渐提高的国际贸易业的发展，许多香港外发内地加工的货品不再

经过香港，而直接从内地海港出洋，形成香港日渐发展的离岸贸易业务。 

根据香港贸发局 1996 年 4 月发表的《香港贸易及贸易支援服务》的调查报告显示，1994
年香港公司从事的离岸贸易总值达 6550 亿港元，比 1991 年的 2700 亿港元增长了 1.4 倍，

年均增长率高达 34.4%。离岸贸易相对转口贸易的比例也由 1988 年和 1991 年的 50%升至

1994 年的 70%，在 GDP 中的比重由 1991 年的 40.4%升至 1994 年的 64.4%。香港公司经

营的离岸贸易（包括直接付运和转运）不断增长，据香港贸发局的调查，1997 年该数据超

过 1000 万亿港元，这一趋势继续发展（见表二）。在 1997 年至 2000 年期间,离岸贸易年

均增幅高达 10.6% ,较同期香港出口总值年均增长率 2.6%为高, 显示离岸贸易迅速扩展。 

表 2  香港贸发局（TDC）离岸贸易数据（亿港元） 

 
 离岸贸易 转口贸易 比率 

贸易总额    

1988 年 1377 2754 50.0％ 

1994 年 1550 9479 69.1％ 

1997 年 10520 12445 84.5％ 

2000 年 14250 13917 102.4％ 

年均升幅    

1988－2000 21.5％ 14.5％  

1997－2000 10.6％ 3.8％  

 

 

 

 

 

 

 

 

 

资料来源：香港贸易转型的特点和前景，贸发网，tdctrade.com。  

3   离岸贸易发展的原因定性分析 

按装上/卸下和直运/转运分析载货货柜吞吐量数据显示：货柜港口货柜吞吐量中转运所

占的比重也加大，转运的货柜占总货柜吞吐量的比重在 1993 年达到高峰，为 86.2%，随后

由于离岸贸易中直接付运贸易的发展而下降（盐田港在 80 年代就已建立，但一直都没有业

务，直到 1994 年香港国际货柜码头公司获得六成二的控股权后，其集装箱运输及国际业务

才得以迅速发展），从 1999 年开始，比重持续下降，在 2004 年仍占到货柜吞吐量的一半有

多。再综合其他数据可以得出将香港离岸贸易发展分为两个阶段：自 1993——1995 年，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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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转运贸易迅速发展，此后在 1995——1999 年间，部分转运和转口逐渐向内地直接付运转

移，1999 年后离岸贸易（包括转运和直接付运贸易）又得到持续发展。 

3.1   第一阶段，转口→转运的原因：内地制造工序的发展及国际贸易的发展    

这是由于：80 年代到 90 年代初，内地的后期包装工序未成熟，香港向制造业服务基地

演变，为内地制造业提供原材料、设备进口，成品出口、产品质量控制、产品设计等后勤服

务，国内的制成品必须出口到香港，在香港进行最后的包装工序才能付运，形成内地和香港

的贸易也以转口形式为主导，两地的转口贸易急剧增长。由于香港尚保留加工产品的后期包

装，甚至一些加工产品的关键程序，所以港产品出口绝对值在转口急剧发展情况下仍能保持

绝对增长。 

进入 90 年代， 随着内地制造加工程序的发展成熟和香港劳工成本等的上升，原先在

香港进行的加工产品后期包装及付运处理和仓储等也逐渐转移内地。但由于内地远洋货柜运

输 90 年代才起步，欠缺发展完善的航运及辅助服务市场（港口和国际航运业的发展还需要

国际客户渠道、国际航线开辟、船务、经纪、通讯、仓储配套服务、远洋船队建设海关的“一
关三检”的效率、船代、货代、金融、保险、信息、公路、水路及税收等一系列的配合），因

此，即使是一些不用在香港进一步加工而可以由内地直接付运的产品，也是先运入香港，然

后再以转运形式运往别的国家。这种安排是因为货物要在香港安排国际认可的文件和辅助服

务，于是转口向转运发展。 

另一方面，随内地国际贸易的发展，内地一般贸易出口（指外贸企业直接收购货源出口，

其货源不以进料或来料加工、来件装配为前提的一种贸易方式）对香港的利用也在减少。 

3.2   第二阶段，转运→内地直接付运原因：香港集装箱运输成本过高，内地港口、航运及

航运支援服务的发展 

香港航运中心的形成及发展是抓住了这样一个历史机遇：二战后，世界经济的发展和国

际贸易货运量的增加，为香港船东提供了迅速发展商船队的机会；远东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

港口设施、远洋运输尚未发展起来，货物假道香港中转；中国内地与台湾、南朝鲜、印尼等

因政治原因无法直接通商，这些都为香港成为世界最大转口港及成为航运中心提供了难得机

遇。90 年代末以前的辉煌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即内地的航运业尚未得到发展，当时几乎是

全国货物向香港的局面。 

但 90 年代末，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亚太区经济仍在迅猛发展，但区内港口发展更是

欣欣向荣，内地的航运业迅猛发展，表现在三个方面：港口业务的迅速发展；港口建设加快

和制约港口业务的软环境逐步改善。随内地调整航运政策，利用外资加快港口建设，以及

内地放松市场准入限制，中国允许外国航运公司从事中国港口至外国港口间的海上运输。经

批准，外国航运公司可从事中国对外开放港口与各国港口间的国际班轮运输，这使得一些国

际大班轮公司纷纷涌入内地市场，通过内地设立的分支机构，组织集装箱货物经内地港口直

接付运。 

对于以内地作为主要箱源地的香港，面对的最大威胁在于内地港口分流甚至夺取其陆向

腹地。目前，长江下游及长江流域的集装箱运输基本上向香港、神户、釜山喂给。今后，随

着上海港建设成为国际集装箱运输枢纽进程，这些港口的集装箱都将喂给上海港：（1）长江

大桥以上的港口以内支线直供上海港，无需经下游港口二次中转；（2）下游各港口原以近洋

支线供给我国周边国际枢纽港变为以内支线方式供给上海港；（3）原以水运形式运送的集装

箱直接由公路运至上海港，降低下游港口群对建设海轮集装箱泊位的需求。在宁波港和南京

港开辟远洋航线，成为上海港外围的副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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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地区以珠三角港口为主的港口群，对香港的影响最大，其中主要是面临深圳港、广

州港的分流竞争。原因在于：（1）珠三角港口可以起到充分的截流作用：内地各省市的货物

到香港，陆路运输都必须经过广东省，内河运输和大部分沿海运输必须经过深圳。而且，内

地往来香港的箱量中，广东箱量占了近七成。（2）珠三角港口群有其明显的优势：①具有优

良的港口和航道条件；②拥有便利的集疏运系统：广深线在深圳市境内建有平南铁路和盐田

港疏港铁路，平南铁路连结广深铁路平湖火车站与蛇口、赤湾、妈湾三个港区，盐田港疏港

铁路连结广深铁路平湖站与盐田港。此外，在码头处理费、土地成本、工资成本等方面，盐

田也有一定的优势。 

透过盐田保税仓，付货人可避免双重的海关及进出境运输检查，令内地货可直接出口，

无须再经香港转运。付货人和航运公司的选择也说明了内地航运模式的变化。对于出口商或

进口商，可以在香港港口和内地沿海各港口之间进行权衡选择。由于香港港口吞吐量中以转

口货物为主：以 1995 年为例，香港港口本土集装箱源只有约 250—300 万标箱；珠江三角

洲为主的广东箱源经香港中转的箱量达 700 万标箱；中国（除广东以外）的各个省市经香

港中转的箱量约为 200 万标箱；中国台湾与中国内地之间的箱量约 100—150 万标箱（部分

与上述地区重复计算）；此外，还有东南亚等国家的箱量等。当越来越多的出口商或进口商

选择内地港口直接付运时，引起内地货物的流向和模式都发生变化，原来通过香港转运的货

物就发展为内地直接付运。 

香港港口效率高受到世界公认，但香港港口码头的费用成本高也一直为人诟病：香港

的码头装卸费达每标箱 1200—1800 元，是内地港口的五至七倍，较新加坡高 1/3—1/2，较

高雄高一倍。航运成本方面：由上海至洛杉矶比由香港至洛杉矶每标箱可节省 300—400 美

元。另外，以美国三藩市为基地的物流服务供应商飞驰集团在盐田附近开设保税仓，其负责

人称：香港的航运及仓储服务收费，较华南地区港口高，部分收费更高出二至三成，为广大

客户的成本开支带来一定压力。 

表3  亚洲各大港口的货柜码头处理费    单位：港元 

 

 

 

 

        香港 深圳 上海 台湾 新加坡 日本 韩国 印尼 马来西亚 泰国 菲律宾 

20英尺 2140 1100 510 1050 810 790 630 780 610 480 360 

40英尺 2850 2100 690 1360 1200 980 850 1210 920 710 470 

资料来源：香港付货人委员会 

另一方面，内地至香港的疏运系统不畅通，既降低了效率又提高了成本，使得一些本要

经香港出洋的货物由于交通堵塞等而转为使用珠三角港口。珠江三角洲中部的货柜到香港中

转，转运前的费用约 1100 美元每标箱，与香港至欧洲的海运价约 1200 美元每标箱差不多，

严重削弱了香港航运业的竞争力和吸引力。（1）铁路方面，①粤港两地铁路货站接受能力不

对等：早在 1994 年，内地经铁路运往深圳北站的出境货物就达 400 多万吨，而香港铁路段

只能接受 220 多万吨，而且随客运增加，货运能力不断下降，使部分出口香港或经香港转

口的货物只能在深圳北站转公路出口，多一次装卸。②内地铁路与香港铁路未开通直通联运，

内地到九龙的货运，在境内外要经多次手续托运起票，手续繁复，降低效益。③内地与香港

铁路规划建设时间不衔接：如香港的西北铁路要滞后内地的广深准高速铁路和广梅汕铁路近

十年。（2）公路方面，深圳公路口岸为全国陆路进出口集装箱的最主要通道。沙头角、文锦

渡、落马洲三通道交通流量每年均以 15%以上的比率增长，在体制、管理、建设方面均不

易赶上。目前，粤港两地有过境牌照的车辆超过二万，每天过境轮候时间平均达 3 小时。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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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方面运力明显不足，边境口岸阻塞现象已是百见不怪。 

4   离岸贸易发展的原因定量分析 

离岸贸易的增长意味着对香港港口的利用率降低。香港贸发局最近的一项调查显示, 在
3000 多家受访公司中，44. 1 %的受访公司表示, 在过去 3 年已将付运方式改为离岸贸易

(即香港公司直接向美国接单, 生产地点在内地, 直接由内地发货运美, 这些出口生意算作

内地出口，不再统计作香港出口) 。对于原因，70 %的受访公司认为是运费较低，49. 6 %
为根据客户要求,29. 3 %的受访公司因为付运时间较短。而一些港商则表示,部分外资大企业

如沃尔玛及玩具反斗城等, 已要求将产品直接由深圳盐田港或内地其他港口付运。从长远来

看,广州、深圳、上海国际航运中心的建成和其他沿海港口远洋干线的增加,以及内地的国际

空运能力增加，必将对香港出口及转口业形成压力，从而对香港港口货运处理量的增长空间

带来压力。 

4.1   第一阶段，转口→转运 

从香港转运和直运的货柜吞吐量看（下图 a），从 1994 年前后一直到 2004 年，香港的

直运载货货柜吞吐量（蓝色）一直保持一个水平，停滞不前，而转运货柜吞吐量（红色）则

一直处于上升趋势，而且，自 1999 年始，增长速度加快，标志香港货柜吞吐量已步入转运

阶段，到 2004 年转运货柜吞吐量总数已超过直运货柜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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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物吞吐量方面（上图 b），海运进出口贸易总量（蓝色）在 1997 年达到高峰，然后就

一直处于下降趋势，到 2001 年后停滞不前。而经海运处理的转运货物总量（红色）则从 1998
年后逐年上升，大有赶超海运进出口总量的趋势。 

4.1.1   转运货物和转运货柜处理量的迅速发展 

1993 年起，中国内地和海外透过香港的转运数量正呈大幅度增长的势头，而香港对内

地出口数量（转口和港产品出口）和自内地进口数量（内地来货供转口和内地来货供本销）

的增幅则明显不及转运增长幅度。1994、1995年，香港转运货物升幅分别为68.2%和42.3%，

占总吞吐量的比重也由过去 10%左右升至 20%以上。 

4.1.2   加工贸易（指来料加工和进料加工，以进养出的贸易）带动两地转口贸易增长的动

力一直在削弱（表四），两地转口贸易的增长速度放缓 

香港外发加工1贸易的比率表明，输往中国内地的转口货品中涉及外发加工的比重从

1990 年开始总体下降趋势，除 1999 和 2000 年有一个小高峰（但仍低于 1990 年水平）；

从中国内地进口的货品中涉及外发加工的比重从 1999 年开始持续下降，占来源地比例的下

降说明外发内地加工产品直接付运的增加。这可从《香港贸易及贸易支援服务》的研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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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证，该报告表明：在受访公司所销售的中国产品中，绝大部分经香港转口往海外市场，但

转口所占比例由 1991 年的 81%下降至 75%。同时，转运和直接付运的比重则分别由 11%
和 8%上升至 13%和 12%。各地经香港对内地转口的年均增长率由八十年代的 54.7%降至

九十年代的 25.5%，内地经港转口年均增长率由八十年代 41.9%降至 23.7%（阎波，1995）。 

表 4 涉及外发中国内地加工的贸易的估计货值（百万港元）及估计比率（百分比） 

 

 

 

 

 

 

 

 

 

 

 

 

 

年份 输往中国内地的

港产品出口 

输往中国内地

的转口货品 

输往中国内地的

整体出口货品 

从中国内地进口

的货品 

原产地为中国内地经

香港输往其他地方的

转口货品 

1990 36418 79.0 55496 50.3   145103 61.8 N.A N.A 

1993 45,141 74.0 115,037 42.1 160,178 47.9 295,203 73.8 364,536 80.8 

1996 43089 72.8 179235 43.2   452890 79.9 552822 86.0 

1997 47078 76.1 197809 44.7   491142 81.2 595511 88.4 

1998 42,184 77.4 179,089 44.1 221,273 48.1 477,743 82.7 559,726 87.6 

1999 37,696 75.9 197,890 49.7 235,586 52.6 487,507 80.5 570,126 86.6 

2000 39,304 72.7 242,929 49.7 282,233 52.0 567,000 79.3 647,338 85.1 

2001 35,172 71.0 224,381 45.2 259,553 47.5 531,960 78.0 578,329 82.2 

2002 28,848 69.8 248,801 43.5 277,650 45.3 531,034 74.0 594,708 82.5 

2003 24,924 68.0 301,223 42.7 326,147 43.9 564,933 71.7 603,460 79.4 

资料来源：香港统计年刊 二 00 四年(1998-2003) P62 和 一九九八年(1990-1997) P48 

4.1.2   港口货物处理量（蓝色）的增长速度快于经港口处理的进出口货物量（红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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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转运是指以联运提单或空运联运提单，由香港境外地方，托运货物往另一个香港境

外地方。转运货物可以从装卸其入口的运输工具卸下作短暂的储存，然后运回同一运输工具

或转到另一个香港境外地方。转运货物的付货点与提货点均在香港以外的地方，故无须向香

港海关申报其货值，货物也不需要香港加工或重新包装，只是短暂停留后，经转载再运往目

的地，而货值不计入香港的贸易统计中，对于港商而言，属离岸贸易。 

4.2   第二阶段，转运——内地直接付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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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下图 a 可以发现，自 2001 年开始，以广州港和深圳港为主体的广东沿海港口所处理

的货柜吞吐量（GDTEU）呈直线上升趋势，增长速度快于香港港口的货柜吞吐量

（TOTLTEU）。对于港口货运处理量（图 b），1998 年始，以广州港和深圳港为主体的广东

沿海港口处理的货运量（GDTON）的增长速度就快于香港港口，到 2000 年已超过香港港

口货运处理量（TLTON）。因此，可以得出结论，自 2001 年始，经香港港口转运逐渐向内

地港口直接付运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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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   香港港口海运货物吞吐量和远洋货柜吞吐量的增长放缓对应内地港口尤其是珠三

角的广州、深圳港口的远洋货物、远洋货柜处理量迅速发展 

1994 年香港国际货柜码头公司获得盐田港六成二的控股权后，盐田港集装箱运输及国

际业务得以迅速发展，年平均增长率达到 83.8%，货物运输也呈最快增长，年均增长达 13%。

深圳港的港口货柜吞吐量与香港相比，深圳港的发展速度远较香港快，而且，也快于香港港

口发展顶峰时的速度。香港在 1980—1985 年间的年均增长速度为 9.3%，那时的吞吐量与

目前深圳的吞吐量相若，而深圳港的吞吐量在 90—98 的年均增长速度为 67.2%，而且，深

圳港呈持续快速发展势头。另外，深圳港的航运配套服务在不断改善。 

同时，由于内地航运业发展势头良好，能力日益增强，尤其是上海和深圳港口集装箱运

输的崛起，增强了对香港港口的分流能力。香港港口货柜处理量发展放缓：除其余年份都保

持正增长，1990－1995 年货柜吞吐量保持两位数的递增率，1995 年以后，多数时期只有

一位数的递增率，在 2001 年甚至出现负增长，原因在于 1995 年后离岸贸易的迅速发展。 

4.2.2   转运的货柜量和货运量在总体货柜和货运处理量中的比重下降 

转运——直接付运的影响结果是：部分经港转口或转运的货物流出，转运的增幅放缓。

1997年经香港转运货物的比重由1996年的22.3%降至20.8%，1998年以重量计算的转运贸

易，海运抵港转运货物较1997年下跌6%，海运离港转运货物则跌13%。同时，以重量计算

的转往和来自中国内地的转运货物增长率呈下降趋势，1998年分别比97年下跌20%和6%，

而1991年的增长率分别为76%和8%，1994年首九个月更高达61.6%和42.7%。在1995年时

转向内地和来自内地的转运货物就已占其市场总额和来源地总额的25%和33%，均居首位，

而1998年此两数据为25%和27%。转运的载货货柜吞吐量占总体货柜吞吐量的比重由1993
年的86.2％下降至1997年的77.0％，此后持续下跌，降至2000年的61.9％和2004年的50.8
％。 

4.2.3   以离岸贸易为主体的商贸服务输出（蓝色）的增长速度快于以海运为主体的运输服

务输出（红色）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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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服务贸易各组别所占比例变动看，运输作为一种贸易支援服务，本身就是一种服务贸

易，其增加值并不统计在商品贸易中，而是统计在服务贸易中。香港港口处理货物或货柜，

这是提供了运输服务，因此运输服务输出在所有服务输出中的比例也可反映离岸贸易（特别

是转运贸易）发展的情况。数据显示：从1995年开始，运输服务输出在所有服务输出中所

占比例开始持续下降，从1994年的34.6%下降至2003年的29.7%。而反映离岸贸易发展（转

运和直接付运贸易）的商贸服务及其他与贸易相关服务输出在所有服务输出中的比重则在

1995年首次超过1980年的19.2%水平，达到19.3%，此后开始持续上升，1999年开始，上

升速度也加快，到2003年达到35.9%，两者对比反映了内地直接付运的发展。 

结论 

    香港 20 世纪制造业的发展带来了以出口为主的香港贸易的发展；从而也带动了港口的

繁荣，随着香港制造业的北上转移，转口贸易得以兴旺；香港制造业的北上带动了内地的工

业化进程，内地的工业化推动了内地贸易和港口的发展，香港利用其优良的金融贸易服务，

转运贸易得以大量发展；随内地港口的壮大和香港港口的拥挤及高费用，付货人逐渐利用内

地港口直接付运货物，香港的贸易从以转运贸易为主向以离岸贸易为主转变。香港的贸易发

展格局是世界工业布局转变的结果，而运输作为工业发展的基础设施和一种重要的贸易支援

服务，其在工业布局转变和贸易模式转换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因此，全球制造业的转移是

香港贸易模式发展的根本原因，但内地港口的发展则是香港离岸贸易发展的重要原因。 

下一步研究是对香港港口、内地港口与香港离岸贸易的发展进行因果关系的检验，为未

来香港产业政策和大珠三角港口的发展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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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ng and Reasoning on Hong Kong Service Trade Development 

 

ZHAO Da-ying 

(Lingnan College,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275,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reviewing of the trade development of Hong Kong, this paper analyses the 

reason resulting in the offshore trade development of Hong Kong from qualitative perspective and draws 

the conclusions that transferring of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expensive fees, and development of the 

mainland China ports are the causes. Finally, these causes are tested by data. In a word, transferring of 

global manufacturing industry location is the underlying cause, developing of the mainland China ports is 

the important cause to the offshore trade development of Hong K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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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外发加工：指香港公司与内地制造业机构订立外发加工安排，根据安排，香港公司可将其产品的全部或部分生产程序判予内地机构进行。通常原料或半制产品会出口内地进

行加工。有关的内地机构，可能是国内企业、合资企业或其他一些涉及外资的业务形式。 

2 转运：指以联运提单或空运联运提单，由香港境外地方，托运货物往另一个香港境外地方。转运货物可以从装卸其入口的运输工具卸下作短暂的储存，然后运回同一运输工

具或转到另一运输工具付运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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