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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務寬減推優惠
航運服務高增值

香港公布海運港口發展綱領 四方向十策略提升長遠競爭力

策略七：多方面對外宣傳 發揚海運真實力

•提升香港海運周作為重要的推廣平台

策略八：大灣區國際合作 增強航運話語權

•組織和參與重大海運活動，加強在大灣
區和海外的宣傳工作

•加深與國際海運組織的合作

策略九：擴大海運人才庫 確保行業新動能

•學術機構與行業組織建立夥伴關係
•加強與本地培訓機構的聯繫

香港擁有天然深水海港，又位於航路要道，香港港口曾長期在全球貨櫃港中穩居首位，惟近年鄰近地區港口迅速崛起，香港港口

的排名去年就跌至全球第九名。為強化香港海運及港口的競爭力，香港特區政府20日公布《海運及港口發展策略行動綱領》，制定

四大方向、十大策略和32項具體行動措施。明年起，特區政府會對大宗商品貿易等重點海運領域推行稅務寬減優惠，並檢討現行稅

務寬減措施，研究引入新的稅務扣減安排，取代船舶租賃制度下兩成的寬減稅基優惠，同時開拓東盟、「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新

興市場，以支持香港海運及港口業的持續發展需要，加速推進綠色智慧港口和航運，鞏固和提升作為國際航運中心的地位。

◆香港文匯報記者 唐文

策略一：打造成綠色港口 向零碳目標邁進

•研究提供高品質綠色燃料，制訂行動計劃
•加快推廣綠色和可持續航運，制訂指引

策略二：促智慧港口發展 推動航運智能化

•促進港口、機場和物流數據的互聯互通
•利用數字解決方案和技術提高貨物處理
效率

策略三：增強港口競爭力 積極爭取新貨源

•檢討遠洋船和內河船繳付的港口設施或許
可證費用

•加強與粵西的合作發展

策略四：研增加稅務寬減 吸世界航運企業

•就現有稅務優惠加大推廣力度
•探討為重點海運商業領域提供進一步稅
務優惠

策略五：優化船舶註冊處 鞏固高質素品牌

•通過在目標地區進行拜訪和舉辦展覽，
加強與現有船東的聯繫

•簡化船舶註冊流程

策略六：憑法律制度優勢 推海事仲裁服務

•律政司積極與其他領先的國際海事仲裁
中心合作，鼓勵利用香港的法律服務

•積極培育海事法律服務專業人士

增強港口競爭力
「船、貨、地」

發展高增值海運服務
擴大本地海運網絡

加強宣傳香港海運品牌
吸引及培育海運人才

◆資料來源：香港特區政府運輸及物流局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唐文

強化香港海運港口局的支援
策略十：與業界攜手並肩 強化海運港口局

•提升該局的政策研究功能和宣傳功能

註：2022年香港港口每星期有逾240班國際貨櫃

班輪，連接全球逾460個目的地

◆資料來源：香港運輸及物流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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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港口貨櫃吞吐量連跌五年，去年處理近
1,700萬個標準貨櫃。香港特區政府20日公

布《海運及港口發展策略行動綱領》，香港運輸
及物流局局長林世雄表示，香港憑藉優越的地理
位置、制度上的獨特優勢、自由的經濟體系及豐
富的國際商貿經驗，絕對有充分條件作為世界首
屈一指的國際航運中心。

發揮低稅率簡單稅制巨大優勢
他介紹，在制訂《行動綱領》過程中，該局諮
詢了香港海運港口局以及業界的不同持份者，並
充分分析了香港的優勢、弱點、機遇和威脅，務
求保住香港現有的港口業務和吞吐量，鞏固亞洲
區轉口樞紐港的地位，並積極開拓對外新市場。
《行動綱領》其中一項策略亮點是「研增加稅務
寬減，以吸引世界航運企業」。林世雄解釋，低稅
率和簡單的稅務制度是香港的巨大優勢，香港港口
是中國目前唯一的自由港，清關快、效率高，有
「保時港」、「追更港」的美譽。
綱領又指出，香港採用屬地來源原則徵收稅
務，一般不對來自國外的收入徵收全球稅，航運
公司從國際航運業務中獲得利潤在香港也不需要

納稅，香港因而為航運相關的實體業務提供了友
善的營商環境。
明年起，特區政府將研究在包括大宗商品貿易
在內的重點海運商業領域，推行稅務寬減措施，
同年亦會檢討現行稅務寬減措施，確保針對「稅
基侵蝕及利潤轉移」而制定的稅務改革方案，不
會削弱本地船舶租賃稅制的競爭力，例如政府是
否需要修訂《稅務條例》，引入新的稅務扣除安
排，以取代船舶租賃稅制下20%寬減稅基優惠。
政府還會成立專責小組研究相關稅務議題。
林世雄表示：「稅務優惠若能有效吸引多些船

來港，無論是做港口還是高端物流服務，其實帶
來整體、香港經濟利益相當大，若看到有不足地
方，我們會盡力去做。」

開拓「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市場
在「增強港口競爭力，積極爭取新貨源」策略
下，特區政府將擴大香港港口的國際聯繫，增加
香港港口處理貨物的出發地和目的地。目前內地
和東盟分別是香港的第一、二大海運進出口夥伴
（見表），為鞏固和加強有關合作，明年起運輸
及物流局每年會聯同香港海運港口局到訪內地或

其他大灣區城市，還會出訪東盟、中東及其他
「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如秘魯、摩洛哥、阿曼
等，及舉辦更多大型活動，推廣香港海運及港口
業。「招商是全球性的，但會聚焦在新興市場，
包括東南亞、中東及『一帶一路』國家的新商
機。」林世雄說。
《行動綱領》其他措施包括打造香港成為綠色智

慧港口、研究為船隻提供高品質綠色燃料加注的可
行性，並會於明年啟動檢討遠洋船及內河船的港口
設施費用，及加強與粵西地區的物流聯繫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唐文）海運服務屬高度專業化
行業，從業員一般需要投放較長時間和大量資源，才
能成為行內頂尖專才。在擴大海運人才庫方面，《行
動綱領》提出5項措施，包括在大灣區探索更多海運
人才交流機會；全面評估「海運及空運人才培訓基
金」效能；學術機構與行業組織建立夥伴關係；加強
與本地培訓機構的聯繫，在設計培訓課程時納入全面
的ESG技能培訓；以及嘉許有卓越表現、具潛質的本

地年輕從業員。有關措施大部分從明年起開始實施。

研擴人才培訓基金資助範圍
香港運輸及物流局常任秘書長陳美寶20日表示，

特區政府希望吸引海運人才來港，同時也注重培育
本地人才。自2014年起，政府就推出「海運及空運
人才培訓基金」，至今已有逾一萬名學員受惠，基
金資助的推廣及宣傳活動亦有約9萬人參與。

「基金」目前資助約150個由學術機構、專業團體
和行業組織提供的課程。明年上半年，特區政府將全
面檢討該基金效能，以擴大資助範圍、金額和受惠人
數，又會鼓勵本地學術機構與業界組織、非本地學術
機構合作，建立恒常化關係，或可推出合辦課程等，
有關課程亦可能納入受資助的認可列表。
特區政府還會加強與大灣區多間海事學術機構溝

通，計劃於明年第一季展開交流活動，共同探索多
地海事學歷互認，建立海運人才聯合培育機制平
台，強化師資交流，讓大灣區內海運從業員和學生
能在多地接受所需培訓。

五招育才 擴海運人才庫

香港貨運業成本高企，不

少專家認為，香港港口單靠

「比便宜」無太明顯優勢，

而是應該善用自由港，以及

簡單稅制等得天獨厚的優勢，提供高增值

服務。

團結香港基金副總裁葉文祺對香港文匯

報表示，香港海運面臨周邊地區港口劇烈

競爭，加上不少內地港口海關效率大幅提

升，香港通關便捷的傳統優勢已逐漸減

少，故建議特區政府充分考慮香港港口的

定位，加強與大灣區其他港口的分工協

作，整合不同港口的比較優勢，避免資源

重疊，以加強大灣區各港口的整體競爭

力。

他認為，香港航運未來還須向提供高增

值服務發展，在提供航運律師、保險等傳

統專業服務的同時，應把握綠色航運先

機：「全球航運業正面對日益嚴格的環境

保護規管，其中聯合國轄下的國際海事組

織早前定下航運業於2050年前達到零排放

的目標，行業對綠色能源的需求將有增無

減，不少船隻已經開始運用液化天然氣和

甲醇等替代能源。」

葉文祺表示，樂 見 《 行 動 綱 領 》 提

出將會研究綠色燃料加注的可行性，

及制定行動計劃，建議特區政府盡快

興建為遠洋船隻加注液化天然氣和甲

醇的設施，以取得先行者優勢，成為領

先於區內其他港口的綠色能源加注港。

集思廣益探索港發展之路
香港中小企經貿促進會常務副會長黃達

勝向香港文匯報指出，現時香港製造業大

致上已搬往內地生產，而內地已有足夠能

力在各口岸直接將產品運往世界各地，令

香港的航運業走下坡。不過他認為香港地

理環境適中，加上在「一國兩制」下，香

港在制度上仍具獨特優勢，包括自由的經

濟體糸和國際商貿經貿經驗，仍有充分條

件作為國際航運中心。特區政府及業界需

集思廣益，摸索出適合香港的可走之路。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莊程敏

灣
區
港
口
分
工

整
合
優
勢
免
資
源
重
疊

專家
之言

◆香港運輸及物流局局長林世雄(中)等官員20日會
見傳媒，公布香港《海運及港口發展策略行動綱
領》。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興偉 攝

◆海運港口發展綱領提出，對大宗商品貿易等重點海運領域推行稅務
寬減優惠。圖為香港葵青貨櫃碼頭。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興偉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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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綱領四方向十策略及部分具體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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