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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港口發展局公布，2012年本港的貨櫃
碼頭吞吐量為2,311.7萬標準箱，較

2011年倒退5.2%，雖然仍佔據全球季軍地
位，但卻是排名前五中唯一錄得倒退者。相
比之下，排名第四的深圳2012年吞吐量為
2,294.1萬標準箱，與本港的差距進一步收窄
至17.6萬標準箱，僅有一步之遙。

工潮影響 貨物流向鄰近港口

多數分析認為香港今年排名將繼續下滑。
香港付貨人協會總幹事何立基近日接受香港

文匯報專訪時表示，過去十年本港
和深圳的貨櫃吞吐量均有增

長，但後者的速度明顯
快得多，即便不爆發
工潮，本港今年也
保不住「老三」
位置。他慨嘆
稱，碼頭業
早已是「夕
陽行業」，
工潮拖得
越久，對
本港損害
越大，隨
時可能令
行業處境更
加艱難，前
景比現時更黯
淡。
據何立基介

紹，成本高企是本
港碼頭業最大的弱點

之一，每個貨櫃的處理成

本一直比深圳高，多年前兩地差價為250美
元，截至目前仍達200美元左右，且其中部
分是由於人民幣升值所致，顯示這一問題幾
乎沒有改善。他稱，近年來有不少採購商本
已因成本問題「棄香港取深圳」，工潮爆發
後，這一趨勢明顯較前更嚴重，未來即便工
潮平息，恐也難以令採購商再回心轉意，因
為「人家試過（深圳）無問題，（貨櫃）當
然繼續走啦」。

港貨遲交恐被罰或取消訂單

身兼行政會議成員的
付貨人委員會副主席林
健鋒也表示，受到工潮
影響，不少工廠將珠三
角生產的成品轉到深圳
出口，至於香港生產的
物品，亦有機會延遲付
貨而被罰款或取消訂
單。據該委員會統計，

目前貨櫃碼頭效率已降至只剩正常情況的
50%，許多運來香港的貨物被迫運往鄰近港
口，甚至東南亞，影響涉及許多行業，造成
的損失已達數以億元計。

打擊多個行業 損失數以億計

工總副主席劉展灝也
指，目前已有部分港企
將運貨或卸貨轉去蛇
口、鹽田、南沙。他
稱，部分付貨人可能因
工潮事故改用廣東省其
他港口出口往海外，這
些付貨人可能需要使用

以前從沒有用過的港口付運。另外，部分出
口加工貿易商亦需要在合同內增加新的口
岸。付貨人擔心新的貨運可能會導致內地海
關提高抽查率，而合同增加口岸數目亦可能
需要較長時間，以致貨物延誤，需要賠償給
海外買家。
中原地產董事施永青也撰文指出，內地在

長三角、珠三角、渤海灣都在大量增建貨櫃
碼頭，「建設得比我們快，成本比我們低，
收費比我們平，距離生產基地又比我們近，
我們憑甚麼與他們競爭？」他並指出，雖然
香港有天然深水港，又有國際關係，再加上
管理效益，但現況是世界各國都想直接跟中
國做生意，中國的出口已不一定要經香港。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李昌鴻 深

圳報道）長期從
事跨境貨櫃運輸
的港粵運輸業聯
會主席謝浪接受
香港文匯報記者
採訪時表示，由

於珠三角的深圳港、廣州港和珠海
港等紛紛爭奪珠三角出口企業業
務，現在的珠三角貨櫃運輸已如昔
日黃花，目前許多跨境貨櫃運輸公
司業務只相當於鹽田港運營前一
半，司機待遇約1.2萬港幣，較高峰
時期大幅下滑，而且司機是青黃不
接，後繼無人。
談起數十年來的跨境貨櫃（又稱

集裝箱）運輸業務，謝浪是滿臉的
無奈。他強調，香港港口業務之所
以萎縮嚴重，主要是受珠三角的鹽
田港、蛇口港、廣州港和珠海港等
影響和衝擊，加上香港成本高企，
而金融危機和歐債危機加劇了香港
貨櫃和碼頭業務的衝擊，珠三角企
業大量倒閉和外遷，令業務大幅縮
水。
在1996年鹽田港開通前，他從深

圳運輸一個貨櫃到香港，費用是

2,500元港幣，現在僅為1,500元，收
入少了四成。他與許多出口貨主聯
繫時，他們多數選擇成本較低運輸
費用又少的深圳港而非香港。

貨櫃司機工資大跌逾半

在1996年，當時跨境貨櫃司機工
資最高時達25,000-30,000元，現在則
僅為12,000-13,000港幣。他公司在當
時是業務做不完，現在業務不穩
定，經常沒貨運，今年以來其貨運
業務又下滑近一成。而兩地貨櫃司
機是頻繁地跑香港和內地，有不少
還是跨境家庭，港幣兌人民幣已大
幅貶值，目前只相當於八折，加上
物價的不斷上漲，許多跨境運輸公
司和司機都感到生存艱難。
謝浪稱，他公司有20多台貨櫃

車，但是除去各種費用外，一年賺
不了幾個錢，僅能維持生存。而且
更令他們感到頭痛的是，由於工作
時間長、工作累和工資低，許多年
輕人不再願意加入這個行業，令許
多貨櫃運輸業後繼無人。為此，他
只有不停地歎息以往的好時光不
再，他們貨櫃運輸業只能是做一天
和尚撞一天鐘。他們的困境，明顯
反映了香港碼頭業務的大幅衰落。

香港文匯報

訊（記者 李

昌鴻 深圳報

道）香港碼頭
業務前有上海
港和新加坡，
後有深圳港和
廣州港，可謂
前狼後虎。目
前，有數據顯

示，深圳港集裝箱吞吐量今年有望超
過香港，並且香港還面臨廣州港和珠
海港的追擊。因此，未來香港的港口
業務將面臨進一步的衝擊。

深圳集裝箱拖車運輸協會副會長耿
博告訴本報記者，因香港碼頭一個貨
櫃的作業費較深圳港貴100-200元人民
幣，而將貨櫃從深圳運到香港費用還
需要近千元人民幣，折合起來成本較
深圳貴了近1500港幣，深圳港因而具
有很強的競爭力。因此珠三角許多貨
主為節省成本，便將貨物由鹽田港、
蛇口港甚至從珠海港等地出口。

港每櫃成本超深圳1500元

深圳有一貨運代理林先生告訴記
者，除非客戶特別要求，否則他們都
建議客戶貨物從深圳港出口，這樣可

以節省不少成本。
而目前深圳公佈的最新數字也顯示

深圳港集裝箱吞吐量正在加快超越香
港，今年有望居全球第三位。據深圳
市交通運輸委網站最近公佈今年前兩
個月深圳港的統計數據，對比同期香
港港口發展局公佈的港口統計數據，
深圳港前兩月吞吐量累計達353.25萬
標箱，同比增長5.92%。數據顯示，
上海、香港集裝箱吞吐量增速均呈跌
勢，新加坡略有上升，而深圳港增幅
最大，今年前兩月香港集裝箱總量為
348.1萬箱，深圳港集裝箱吞吐量已超
越香港1.47%。業內人士樂觀預測，

今年深圳全年港口集裝箱吞吐量有望
超越香港成為全球第三。但深圳港口
協會有關負責人稱，深圳應該理性看
待這一趨勢，即使數據趕超，深圳港
應向香港學習創造價值的能力。

珠海廣州追趕 加劇競爭

除了深圳港外，珠海2011年也加快
高欄港建設，該港由香港富豪李嘉誠
參與投資，持有股份50%，該港經過3
—5年的努力，港口吞吐量達到1億噸
以上，集裝箱吞吐量達到300—500萬
標箱，這將進一步分流粵西貨櫃經香
港碼頭的業務。而廣州港去年集裝箱
吞吐量達1,474.4萬，今年將更進一
步，也對香港碼頭業務帶來很大的競
爭壓力。

深圳港業務今年將超本港

2012年世界十大貨櫃港
排名 港口 標準箱（千個）

1 上海 32,529

2 新加坡 31,649 

3 香港 23,117 

4 深圳 22,941 

5 釜山 17,046

6 寧波－舟山 16,830

7 廣州 14,744 

8 青島 14,500 

9 杜拜 13,280 

10 天津 12,300

資料來源：香港港口發展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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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 涂若奔）

雖然香港貨櫃碼
頭業務前景已
「黯如黃昏」，但
相較深圳仍有免
稅港優勢、管理
優勢和中轉業務
優勢。香港付貨
人協會總幹事何
立基認為，管理
優勢正被深圳迎

頭趕上，未來本港應從努力增加中轉貨
源、提高碼頭生產力和降低貨運物流成本
這三大層面入手，不斷加強競爭力，以便
應對越來越困難的局面。
何立基表示，現時在直接陸路出口業務

上，深圳已佔據壓倒性上風，據他估計在
珠三角的佔比已高達7-8成，不過在以內河
為主的船運業務上，本港仍有明顯優勢，
在珠三角的佔比也達7-8成。此外在入口方
面，深圳的各項手續較複雜，關稅也較
高，而香港依靠自由港和免稅區地位，目
前入口處理量仍比深圳高。

拓轉口貨源 添增長動力

但在管理方面，何立基認為本港的優
勢已被逐漸蠶食，特別是深圳鹽田港建
成後，由於其運營由和黃（0013）直接
參與，管理越來越成熟，相信隨㠥內地
軟硬件的逐漸完善，兩地差距還會繼續
縮小。
不過何立基同時指，在轉口業務方面，

深圳存在天然缺陷，由於鹽田港在東、而
蛇口港在西，令深圳處理轉口業務的方便
程度遜於本港。他透露，由地中海、非洲
轉口到泰國、印尼、菲律賓等東南亞國家
的長途貨源，多數仍會選擇香港，主要因
為本港在地理位置上是「交匯點」，且處貨

效率也比較高，業界未來應繼續拓展轉口貨源，將之作為
新的增長動力。

需提高生產力 降低成本

另外，在提高生產力和降低成本這兩大層面，何立基認
為本港也應盡力改善。他指，提高生產力並非簡單地「改
用機械人」，除了增加自動化設備外，在碼頭作業流程、信
息資源交流等方面也應多下功夫。至於成本，他批評目前
的陸運拖車成本、以及船公司的碼頭處理費均過高，又認
為應加快建設電子信息平台，協助降低貨運物流成本。

三
大
層
面

加
強
優
勢

跨境貨運業務一落千丈
香港文匯報

訊 （記者　涂

若奔）針對碼
頭業的現狀，
近年來曾有多
位專家學者開
出藥方，指香
港的發展離不
開與近鄰地區

的合作，本港業界惟有在與珠三
角更緊密的合作中，尋求更大的
經濟腹地，揚長避短，才能繼續
保持競爭優勢。

建無貨櫃中心 發展空間大

香港經貿商會會長李秀㞫曾撰
文指出，近年內地港口貨運業的
迅速崛起，主要是受惠於內地龐
大的進出口貿易額增長，尤其是
沿海地區日趨大量的貨物進出
口，促旺了沿海港口貨運業的高
速發展，已形成了長三角、珠三
角兩大港口群。他指，香港未來
能否加強同珠三角港口群的協調
合作，建成亞洲航運中心，是業
界的一大挑戰，要在未來航運業
的競爭中生存發展，必須全力轉
型升級，與珠三角港口分工協

調，轉型為無貨櫃的國際航運中
心，才能有更大的發展空間。
香港浸會大學經濟系副教授鄭

毓盛也指，香港特別關注的幾個
問題，包括港珠澳大橋、陸路跨
境通道及十號碼頭的建設，都牽
涉到香港和珠三角其他地區的競
爭與合作。令人擔憂的是，目前
香港各項相關的規劃，未能追上
廣東經濟急劇的變化。這使香港
在未來更廣闊經濟腹地的建立與
開發上滯後，而且難以銜接。他
稱，港府應以超前的規劃，在港
口與相關設施的建設上考慮得更
全面，跨境建設要與珠三角地區
有更緊密的合作。

內河航運增長 可擴貨源

香港大學早前也發表報告《香
港貨櫃運輸業的前景》指，內河
運輸對香港貨櫃港建設的重要
性，在過去十年一直逐步提升，
由珠三角地區企業轉移趨勢所引
致的內河航運增長，估計其需求
會有助本港貨櫃碼頭吸引貨源。
報告指，由於成本效益的關係，
河運接駁可拉近本港與其他珠三
角貨櫃港的整體運輸成本差距。

專家：加快轉型融入珠三角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涂若奔）貨

櫃碼頭工潮爆發至今仍未平

息，無論是工人、資方還

是整個碼頭業界，均成

為輸家。多位業內人

士指出，本港原本就

面 對 成 本 居 高 不

下 、 貨 源 增 加 乏

力，內地碼頭競爭

加劇等多項負面因素

困擾，2013年的貨櫃

吞吐量注定跌出全球三

甲，此次工潮的爆發猶如

雪上加霜，將令全行業前景

「比夕陽更黯淡」。

工潮重創競爭力

港碼頭業更黯淡
「老三」位置今年難保 業界：勞資均成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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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秀㞫

■耿博

■謝浪

■何立基稱，隨㠥內地

軟硬件逐漸完善，與港

差距將繼續縮小。

■劉展灝

■林健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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