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首席贊助機構

持份者关注点，中央部委意见及政策建议

粤港澳大湾区
物流与贸易便利化

黄惠虹博士

决策科学学院副院长(外务)

全球供应链政策研究所主任

香港恒生大学



关于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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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的课程融合了科学、工程学以及商科的知识，并着重信息科学教育。

学院植根于数学和统计学、计算器科学和信息管理以及供应链管理的知
识与方法，教导学生如何制定复杂的商业决策。



关于我们

全球供应链管理政策研究所于2016年正式成立，旨在

推动相关的高水平学术和政策研究，增强香港与珠江

三角的供应链和物流业持分者的优势。

目标是要成为供应链和物流管理的领先政策研究单位，

同时也作为相关行业和学术界之间的交流平台。

研究所的主要职责是促进各持份者间的相互沟通，推

动供应链和物流业的长远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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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拥有近二十年供应链和物流研究经验。研究范围广泛，包括供应链管理、商业物流规
划、决策管理、电子商务、航运和空运规划和管理、以及一带一路贸易网络等。

 主导和参与过的科研经费项目资助总额逾千万港元。2016至2018年间，她与她的团队
发表的四项研究报告分别为：关于港口协作模式、粤港澳大湾区物流与贸易便利化、
香港航空业发展以及香港海运物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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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港澳大湾区：

重要发展项目

 十三五规划

 一带一路

 《深化粤港澳合作 推进大湾区建设框架协议》(2017年7月1日)

广东：科技、产业创新中心和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基地

香港：巩固和提升香港作为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三大中心地位

澳门：世界旅游休闲中心

习近平主席强调，要抓住建设粤港澳大湾区重大机遇，携手港澳加
快推进相关工作，打造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2018年3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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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港澳大湾区数据

大湾区土地面积仅占中国国土面积的0.6％

人口~7000万

大湾区的出口额占全国总出口额的37%

11城GDP之和已经达到了10.22万亿元（ 2017）

经济产值占全国GDP的12.6%

有预计显示到2025年，将有近45%的中国科技企业在
广东省落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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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湾区

物流与贸易便利化

站在整个大湾区的角度

对未来的融合发展

进行探讨3



研究进程：

访问持份者

归纳关注点

拜访部委

整合数据

建议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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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问持份者

 选定范围

三大领域：海运、空运、陆运

四大城市：广州、深圳、香港、澳门

 拟定问题

行业现时的优势和劣势

一体化后的机遇和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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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问持份者11

持份者列表（按城市划分）
城市 机构

广州

中国南方航空货运 (中国南方航空货运业务子公司)

广州南沙国际物流园开发有限公司

广州港集团有限公司

广州南沙海港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

中国外运广东有限公司

深圳
深圳市美邦运通实业有限公司（一间总部位于深圳国际机场的货代公司）

顺丰速运

香港

力泓有限公司. (第三方物流服务公司)

香港货柜码头商会有限公司（HKCTOA）

联亚航空集团有限公司

东方海外(国际) 有限公司（OOCL）

香港机场管理局

香港立法会航运交通界议员

香港国际货柜码头

澳门

澳门土木工程实验室

澳门海洋与水利学会

金溢物流仓库有限公司



持份者五大关注点

1. 大湾区一体化进程

2. 市场驱动与政策推动

3. 大湾区内分工

4. 海关政策

5. 单一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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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见中央部委

▪ 时间
▪ 9月18-19日

▪ 部委
▪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 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

▪ 交通运输部

▪ 海关总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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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见中央部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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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接见部委 议题 

9 月 

18 日  

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  

广深港高速铁路实施“一地两检” 

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发展规划 

整合粤港澳大湾区旅游产业 

华南机场综合发展 

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 

港珠澳大桥交通运输安排 

莲塘、香园围新口岸配套 

促进中港跨境运输 

自由贸易协议 

海关总署 

促进空运服务 

发展“单一窗口”区域平台 

港珠澳大桥绿色通道 

莲塘、香园围新口岸配套 

发展高端航运港口中心 

交通运输部  

改善北京、华东地区航空交通流量 

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 

港珠澳大桥交通运输安排 

促进中港跨境运输 

9 月 

19 日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发展规划 

整合粤港澳大湾区旅游产业 

华南机场综合发展 

 



▪ 《大珠江三角洲城镇群协调发展规划研究报告》(2009)

▪ 《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
愿景与行动》(2015)

▪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
规划纲要》(2016)

▪ 《2017年政府工作报告》(2017)

1. 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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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湾区一体化进程



▪ 城市各具特色，经济发展的模式与方向也各有侧重，可分工
互补，产生更好的协同效应。

▪ 交通配套实现了闭环（港珠澳大桥与广深港高铁）

▪ 四通（货物与服务流通、人员流通、资金流通与资讯流通）

▪ “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三个关税区、四个核心城市”

2. 机遇与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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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湾区一体化进程



3. 行业持份者的观点
17

大湾区一体化进程

一体化进程

在“一国两制”的框架下如何才能成功一体化？

一体化是否指内地9个城市融合后再与港澳协调发展？目前还不清楚一体化会如何实行。

如果一体化是在内地9个城市间进行，那是否所有港口都会整合在一起并由一家公司拥有？若然如此，
这是对香港港口的巨大威胁。

基础设施

一体化

大湾区可看成是对自贸区的扩大。大湾区应研究如何加强多式联运以充分利用好香港、珠海、深圳
和广州的机场以及湾区内的港口和陆路运输设施。

对机场而言，由于港珠澳大桥便利了货物于香港和珠海间的流通，可预见两地机场间的合作将会加
强。但广州与香港机场间的竞争关系则很有可能会持续。

对于陆路运输而言，港珠澳大桥以及其他高速公路的开通会有助提升路面间的连通，而陆路运输的
进一步发展相信也会促进跨境电子商务的发展。

一体化的障碍

三地间不同的体制，如法律体制、金融体制，会对融合造成困难，就物流行业而言，困难相对较少。

大湾区内应消除各种障碍，包括工资水平的壁垒，以促进人才流动

要素的自由流通，尤其是信息的自由流通，是大湾区最主要的问题

香港企业也许并不熟悉内地的规章制度，但他们对海外客户的工作模式和习惯规范却很熟悉。

香港企业的出路只有与内地企业合作，内地企业有资源，而香港企业则在与客户的关系和了解上有
优势。



▪ 发：「希望大湾区走由下而上推动的发展模式」

▪ 发：「发展模式与内容没有预设方案， 欢迎各界人士提出意
见和方案」

▪ 港：「中央政府倾向的一体化进程是内地九个城市先融合，
再与港澳地区协调发展」

▪ 港：「实现物流、资金、服务等要素的自由流动」

发=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港=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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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湾区一体化进程

4. 部委回应



▪香港的经济素以

▪自由贸易、低税率和最少政府干预见称

▪中央政府

▪在制定国家经济发展的方向和政策方面
发挥着强而有力的领导作用

1. 中港两地经济模式

19
市场驱动与政策推动



▪宗旨是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完善创
新合作机制，建立互利共赢合作关系。

▪合作的原则是

▪ 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 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 推动各种生产和生活要素在区域内更加便捷流动和优
化配置。

2. 《深化粤港澳合作 推进大湾区建设框架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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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驱动与政策推动



▪ 发：「大湾区的发展要尊重市场力量」

▪ 发：「鼓励大湾区内各城市间要错位发展」

▪ 港：「大湾区内各城市要有自身定位」

21
市场驱动与政策推动

3. 部委回应

发=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港=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



大湾区内的交通基建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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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rce：南方都市报

 2个新机场和14个扩建项目

珠三角新干线机场

湛江国际机场

珠三角航空发展计划



珠三角湾区的机场合作
24

机场
客运量

（15年六月)

每班机

平均容量
目的地重叠百分比
（从希思罗角度）

乘客重叠百分比

（从希思罗角度）

希思罗 6,444,907 206 - -
LGW 3,215,371 178 42% 34%
LTN 1,072,310 172 23% 10%
STN 2,009,861 180 20% 14%
LCY 364,741 80 14% 5%

机场
客运量

（15年六月)

每班机

平均容量

目的地重叠百分比

（从香港角度）

乘客重叠百分比

（从香港角度）

广州 4,287,026 165 68% 71%
香港 5,292,582 246 - -
澳门 502,644 167 24% 9%
深圳 3,135,580 159 38% 52%
珠海 324,750 156 20% 6%



SWOT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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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湾区内分工

优势
香港有完善的航空枢纽，珠三角港口的吞吐
量已超越香港，内地电子商务和自动化在高

速发展

▪ 香港机场：高质的服务，坚实的管理制度，

训练有素的人才，中转枢纽

▪ 国际品牌依赖香港去规划和运营其在内地

的物流

▪ 珠三角港口吞吐量超越香港港口

▪ 珠三角的薪酬水平较香港低

▪ 内地电子商务高速发展

▪ 香港是国际物流中心

劣势
内地海关的某些政策影响，香港土地和劳动

力的短缺

▪ 珠三角：海关事项

▪ 香港港口离出口的货源较远

▪ 大湾区内航权会否改革

▪ 深圳机场和广州机场：从效率和货运量来

说落后于香港机场

▪ 香港：土地、租金、劳动力昂贵并且短缺

▪ 香港：物流企业雇用卡车司机困难，卡车

执照费用高昂

▪ 珠三角乘客过境到香港机场出行缺乏诱因

▪ 由于缺乏资源，香港物流行业的中小企业

状况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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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遇
通过合作，各城市可聚焦自身优势来发展

▪ 分工需由市场推动

▪ 香港集中发展中转和进口业务，深圳集中发展直

接的货物出口，广州集中发展国内贸易

▪ 香港港口集中发展高增值货物

▪ 深圳机场可为香港和广州机场提供支援

▪ 广州与香港间的高铁使得两地机场的合作成为可

能

▪ 深圳：专注仓库管理和海关监察

▪ 澳门和珠海集中发展旅游业，深圳和香港集中发

展科技创新产业和物流业

▪ 香港可作区域的物流教育中心

▪ 香港可作为大湾区内物流活动的计划和控制中心

▪ 香港物流业的中小企可以拿到大型物流公司的外

包生意

▪ 香港急切需要做好自身的角色定位，物流行业的

中小企才能生存

▪ 通过自动化提升竞争力是大趋势，中国的企业可

通过提高自动化来加强竞争力

挑战
大湾区内的城市倾向于竞争多于合作

▪ 大湾区内的城市和公司更倾向于竞争而不是合作

▪ 中国港口之间的竞争非常激烈

▪ 大湾区的成功有赖于政治改革以及体制与基础设

施的一致

▪ 政策倡议的实施速度在内地是很快的，而香港特

区政府对政策变化的反应速度则较慢

▪ 香港物流公司从大湾区中的得益不多

大湾区内分工



▪ 发：「支持香港作为航运中心，向高增值业务发展」

▪ 发：「大湾区的港口需要整合，可用珠三角
来划界，划分为东西两边的港口」

部委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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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湾区内分工



 2016年深圳港84%的集装箱属于对外商品贸易，而同年广州港
的对外商品贸易只占其吞吐量的23%

广州的港口（广州港）主要进行国内贸易

广州港则是一个区域性的处理国内集装箱市场的枢纽港口

深圳港口（深圳港）主要处理国外贸易

香港的港口（香港港）则担当着国际枢纽港的角色

香港港和深圳港的发展路向十分相似，存在着激烈的竞争关系。
两地港口都受到国际经济状况的极大影响

28
大湾区集装箱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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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K- 香港; SG  - 新加坡; SHG  - 上海; SHZ  - 深圳; BS  - 釜山; KS  - 高雄; 
NB-Z  - 宁波 - 舟山;广州 - 广州;洛杉矶 - 洛杉矶; RD  - 鹿特丹; DB  - 迪拜; QD  - 青岛

集装箱港口概观

资料来源: 香港海事处



香港枢纽能力减弱

香港港口

 每周330艘集装箱船，
连接全球470个目的地

 与2000年相比减少了
30％

 从2001年到2015年：
集装箱吞吐量从1780万
增加到2000万

深圳港口

• 每周服务226次到主要
港口， 2000年每周只
提供35次服务

• 超过一半的航线涉及香
港和深圳。

• 从2001年到2015年：
集装箱吞吐量从500万
增加到2400万

广州港口

• 每周197艘集装箱船次

• 超过160个国内驳船服
务。

• 从2001年到2015年：
集装箱吞吐量从200万
增加到1700万



陆路运输

香港陆路运输货运量从2012年的26.2百万公吨下降到

2016年的21.9百万公吨

由劳动密集型行业转向重工业

内河运输的使用正在增长

随着大湾区道路设施的完善，货物和物料可以及时地从内陆地区运输到
内地的各个机场和港口，不需再经香港做中转。

香港很多第三方物流公司都属于中小企业，缺乏资源和技术，难以与内
地的同类型公司竞争。

内地的陆路运输货运量在不断上升

第三方物流公司的市场规模不断壮大

珠三角也在不断建立新的仓库、配送中心、物流园与自由贸易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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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与物流服务

劳动力短缺， 2015年香港面临劳动力短缺的五
大行业中

物流/运输/运输服务行业排第一位，短缺率达64%

IT行业则排在第二位（50%）

贸易与物流类的公司毛利率只有5%到6%，许多中

小企业所承受不了通过增加薪酬来吸引人才

32



詳細分工
33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香港和澳门民航处可与内地民航局商讨航权、空运业务如何分配。
▪內地与港澳已建立一个合作机制，在空运分配上会加强合作。
▪民航局也关注区内过度竞争的问题，会与香港方面协调，空管部门已经要求取消某些
载客量少的航班或航线 。

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

▪建议各机场间开展合作，但具体措施需要三地民航处去商谈和制定。
▪內地民航局已与港澳民航处签有合作框架协议 。

交通运输部

▪将来会採取“北东南”三分航权的措施：
• 北京和上海分别作为北部和东部地区的枢纽中心，其他临近机场则担当辅助的角色；
• 南部地区是由香港，广州还是深圳担当枢纽角色还需进一步的研究讨论 。
▪涉及到具体航空系统方面的问题，需要由民航局来协调和处理 。



韩正主持召开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领导小组

要强化规划引领，推动大湾区内各城市
合理分工、功能互补，提高区域发展协
调性，促进城乡融合发展，构建结构科
学、集约高效的大湾区发展格局

要积极吸引和对接全球创新资源，建设
“广州－深圳－香港－澳门”科技创新
走廊，打造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一国两制”是保持香港、澳门长期繁
荣稳定的最佳制度。

34

2018-08-15 

资料来源: 新华社



3. 两地海关比较

35
海关政策

中国海关(总署) 香港海关

直属机构 ▪ 总署直属国家国务院 ▪ 特区政府保安局

属性 ▪ 国家行政机构 ▪ 纪律部队

征税

▪ 拟定关税征管条例及实施细则

▪ 组织实施进出口关税及其他税费的征收管理，依法执行反

倾销、反补贴措施

▪ 对特定减免税货物实施海关后续监管

▪ 香港没有征收进口关税，只对四类应课商品

征收税款

贸易管制

▪ 实施进出境运输工具、行邮物品和其他物品的监管

▪ 拟定加工贸易、保税区、出口加工区、保税仓库及其他业

务的监管制度并组织实施

▪ 拟定进出口商品分类目录，拟定进出口商品原产地规则，

组织实施知识产权海关保护

▪ 实施对各类海关监管场所、进出境货物和运输工具的实际

监控

▪ 实施贸易管制措施，税收征管、保护和加工贸易海关监管、

企业分类管理和知识产权进出境保护

▪ 拟定口岸对外开放的整体规划及口岸规划的具体措施和办

法，审理口岸开放

▪ 执行产地来源证和进出口签证制度

▪ 防止走私虚报

进出口清关 ▪ 接单审核、征收税费、验估、查验、放行等通过作业 ▪ 复核进出口报关表及征收报关费

海关统计 ▪ 编制国家进出口贸易统计，发布国家进出口贸易统计信息 ▪ 编制政府贸易统计数字



4. SWOT分析

36
海关政策

优势

香港透明度高和成熟的海关系统

▪ 香港的清关时间较易预测

▪ 香港的海关程序有优势并较有弹性，并且香港实行

自由港贸易政策

劣势

内地海关流程较复杂，海关政策不稳定

▪ 内地的海关政策经常改变

▪ 物流企业难以应对中国正面清单和税收政策的变化

▪ 中国的海关流程较复杂

机遇

大湾区海关流程的简化和提升

▪ 对大湾区的其中一个期望是海关流程的简化和提升

▪ 简化跨境货车的流程

▪ 中国的海关政策和跨境政策在提升，某些方面甚至

已超越香港

挑战

内地地方政府的某些措施可能会有不良影响

▪ 大湾区内不同城市的海关流程仍然存在差异，例如

中山和深圳的海关流程不尽相同

▪ 不同的海关有不同的政策，香港和深圳的海关流程

也不同



37
进口清关流程比较

内地

确认订单、

合同

•货物价格、货量、船期

•合同成交条款

通知代理、货

代准备单证

•B/L、发票、装箱单、合同、原产

地证、质检证书、包装声明等

清关

•换单 》电子申报 》报检 》现场交

接单 》查验 》放行

运输

•运输前需注意是否商检局开具动卫

检查验联系凭条

入库、分销

•将税单送到税务局抵扣增值税

换单
•去货代或船公司换签

电子申报

•电脑预录、审单、发送、与海

关联系

报检

•电子申报放行后,凭报关单四联

中的一联去商检局办理报价手

续,出通关单或敲三检章

现场交接

单

•海关现场交接单

查验

•海关根据货物申报品名的监管条

件,与当日查验概率给予查验,如有

查验会开出查验通知书

放行

•一次放行

•二次放行

•查验后,做关封后放行

清关
流程

香港

付货人/

货代

• 向海关递交进口仓

单

海关

• 核实仓单资料

• 或对货物抽样检查

进口商

• 14日内报关

• 缴费

香港《进出口(登记)规例》第四及第五条：
输出或输入任何并非豁免物品的物品的人士须
于进出口日期后14日内向海关关长呈交准确而
完整的出口报关单。

资料来源: HKTDC



38
出口流程比较

资料来源: HKTDC

一般出口 保税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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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关政策

1. 空运 — 文件

托运人/发货人 起点货代 起点承运商 出口地海关 终点承运商 终点货代 入口地海关 收货人

发票 发票

发货人货物单据

装箱单 装箱单

装车并发车到机场
出口货物报关、放行

副舱单

主航空运单

预报（发票、装箱单、航空运单、
副舱单、副航空运单）

接收货物

提前安全风险评估信息/回应

出口货物报
关、放行

运输报告
预报（舱单、航空运
单、副航空运单） 入口货物报

关、放行

入口货物报
关、放行

承运商接收并做好
运输准备

舱单和运输

货物抵达目的地机场

货代接收货物

装货并运送至收货人



40
海关政策

2. 海运 — 运输周期
(下单)

(在发货人处提
取空集装箱并
把货物装箱)

(起点处归还
满载集装箱)

(提交运输说明)

(出口海关报关)

(船舶配载计划
和集装箱装载)

(发出预付费发
票并结算，并
发出提货单)

(发出到达通知)

(进口海关报关)

(发出收取费用发
票并结算，并发
出货物释放指示)

(卸货港提取
满载集装箱)

(目的地处归
还空集装箱)



41 新便民措施服务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资料来源: 人民网

办理出入境证件条件有变化 对53个国家人员144小时过境免签

6项出入境政策推广至大湾区9市 港澳入出内地车辆6年免检

增加澳门入出横琴自贸区机动车指标 激活相关粤港澳两地机动车失效牌证

取消深圳沙头角等通行证办证收费 推行口岸出入境人员自助通关

推行出入境船舶24小时边检通关 简化边检行政许可办理手续

引进高层次人才落户5天内办结 重点项目提前提供消防技术服务

重点项目消防“容缺”先行受理审批 深化大湾区警务协作



5. 通关政策：「快速通关的转关运输模式」

42
海关政策

▪ 2001年初，海关在长江沿线和广东地区试行了快速通关系统，
解决了深圳、上海等大口岸的拥堵问题。

▪ 2001年8月开始在全国范围推广，实现内地与口岸、海关与
海关之间转关运输“一次申报、一次查验、一次放行”。

▪ 水路转关手续由8项减至5项，陆路转关手续由11项减至4项。



5. 通关政策：“跨境一锁计划”

43
海关政策

▪ 加强清关便利措施，香港海关与内地海关于2016年3月
28日正式推行「跨境一锁计划」。

▪ 香港海关的「多模式联运转运货物便利计划」与广东省
海关的「跨境快速通关」连接，打造粤港物流绿色通道，
提供无缝清关服务。

▪ 使用同一把电子锁及全球定位系统设备，以“跨境一锁，
分段监管”为原则，简化清关手续和加快货物转关流程。



5. 通关政策：东莞海关新通关流程

44
海关政策

申报人可通过中国电子口岸平台的「单一窗口」，提交
口岸管理和国际贸易相关部门要求的单证和电子讯息

透过共享数据、职能管理，优化通关业务流程，令通关
效率再提速、企业成本再降低。

推行通关无纸化，企业可通过网络报关，申报平均时间
较传统有报关时间缩短约10小时。

资料来源: 东网



45
海关政策

▪ 谋划关于“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一带一路”建设、
“培育贸易新业态新模式”“自贸试验区改革”等与海关工
作密切相关的重大部署

▪ 推动全国通关一体化改革、“互联网+海关”建设、“三互”
大通关建设、“智慧海关”建设、“去繁就简”工作等。

广州海关贯彻十九大精神

资料来源: 海关总署



▪ 港：「大湾区里三个关税区并存，

因此会受到世界贸易组织条款的限制」。

▪ 海 : 香港和内地已有相关的绿色通道，

可提前通报以加快清关。

7. 部委回应

46
海关政策



1. 中国单一窗口

47
单一窗口

▪ 联合国 : 单一窗口可使得规范程度、技术和工具都得以提升，
简化和加快贸易商与政府之间的信息流通。

▪ 全球超过70个经济体已经在实施单一窗口，单一窗口对便利
货物贸易与物流具有实质性的作用

▪ 中国在2017年宣布，实施单一窗口的省（市）由目前的6个
再增加13个。实行单一窗口的这些地区，企业走海关流程所
需的时间将由3天缩短到2小时。



2. 香港单一窗口

48
单一窗口

▪ 香港在2016年宣布了单一窗口计划并期望在2024年能全面投
入使用。

▪ 在单一窗口实施前，香港的货物进出口和转运，仍需提供9个
政府机构所要求的51份企业对政府（B2G）的贸易文件。

▪ 所需文件包括进出口报关单（TDEC）、货物舱单、提前货物
信息（ACI）、食品进口声明、原产地证书、执照、许可证等，
涉及的部门包括海关、卫生、食品安全、环境、贸易、农业
和渔业、土木工程、通讯和普查统计。



3. 大湾区单一窗口

49
单一窗口

▪ 广州和深圳是最早一批发展和推出单一窗口的城市，目前已
经可以作为其他城市的仿效对象。

▪ 大湾区城市的单一窗口推出的时间表
城市 单一窗口试点推出时间
东莞 2017年7月
佛山 2017年7月
广州 2014-2017
香港 2016-2024
惠州 2017年8月
江门 2017年7月
澳门 2015-2017
深圳 2014-2017
肇庆 2017年7月
中山 2017年7月
珠海 2015-2017



▪ 海：「单一窗口已经推广到26个省份试运行」

▪ 海：「内地2020年将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单一
窗口，对接一带一路」

▪ 海：「内地的单一窗口，已经做好准备，与
香港的单一窗口做对接」

海=海关总署

4. 部委回应

50
单一窗口



▪ 融合发展 – 9内地城市

▪ 协调发展 - 9内地城市+ 港澳特区

▪ 分工发展

▪ 海关政策

▪ 单一窗口

总结讨论51



提高并达成湾区内物流、信息流和资金流的自由流动。

大湾区内的所有城市要互补，缓解分散的基建投資现状和不健康的竞争。

▪ 第一阶段：
▪ 统一体制和政策

▪ 海关政策和程序

▪ 特殊监管区域的规划，如自贸区、前海

▪ 地方政府优惠政策

▪ 企业管治

▪ 企业整合问题（如集中所有权、零散所有权）

融合发展

9内地城市 + 2特区
52



协调发展

9内地城市 + 2特区

▪ 第二阶段：体制和政策对接

▪ 连接国际市场

▪ 跨境政策和流程

▪ 提高跨境流动和贸易的便利性

▪ 大湾区内各政府的优惠政策

▪ 世界贸易组织的要求

▪ 一体化须在WTO框架内进行

▪ 为所有企业维持公平的竞争环境

53



▪ 发：「大湾区内各城市间要错位发展」

▪ 分工目的

▪ 减少竞争

▪ 互补发展

▪ 发挥优势

分工发展
54



划分种类

▪ 地理位置

▪ 自身优势

▪ 城市间产生协同效应

▪ 城市带动发展功能

分工方式
55



按地理位置划分— 珠三角港口划分成东西两边

按自身优势划分

 广州及周边地区: 发展成制造业基地

 深圳高科技公司集中，香港有在国际联系上的优势，深圳和香港将发展成创新技术
基地；

 澳门在博彩业和珠海在旅游业上的优势，澳门和珠海可发展成旅游和酒店企业

按城市间产生协同效应划分

 大湾区的优势是创新产业、高科技产业和制造业，这些香港是缺乏的。

 香港的优势则在金融业、服务业、物流业和教育上，以及健全的法制体系和成熟的
贸易网络

 香港的大学可以为大湾区培养所需的人才： 为大湾区提供更多创新和高科技发
展的机遇

 广州及其周边地区的制造业基地也可为其临近城市的供应商网络带来增长

56
分工方式



按城市的带动发展功能划分（如枢纽城市、中心城市）

 香港被中央政府确定为国际航运中心

香港作为中国出口经济门户

通过交通基础设施提升和为物流营运商提供高增值服务的方式，巩固其在大
湾区的地位

 深圳高科技产业蓬勃发展

创新和技术枢纽，为大湾区带来了经济效益。

 广州是制造业的基地，也是区域的行政中心

—启动大湾区融合政策的能力

57 分工方式



东京湾6 港口
58

大湾区3 港口



▪ 内地海关明显改善
▪ 流程统一化

▪ 效率大为提升

▪ 内地海关与香港海关接口
▪ 大湾区单一窗口

▪ 统一海关政策和程序

▪ 电子海关与单一窗口

海关政策59



▪ e-物流，贸易便利化

▪ 单一窗口与电子商务

▪（B2B）和企业对消费者（B2C）的功能

▪ 与现代制造业、金融、医疗体系、农业等 联系的无

限可能

单一窗口
60



▪ 数码化与大数据分析

▪ 贸易与交通网络平台
通过综合平台，消费者可以通过区块链机制来追踪产品和
服务的来源。

大湾区的消费者和商品通过互联网联系在一起，打造一个
将新产品由规划、生产、分销、财务再到最终消费者使用
全程无缝连接起来的新引擎。

61 单一窗口



国家十三五规划提出，深圳机场未来要“提升国际枢纽功能，
强化区域性枢纽机场功能”

新基建的落成与规划（如如广深港高铁、深中通道），将使深
圳机场作为香港机场辅助枢纽的功能得以强化

广州机场更靠近大湾区北部的制造业厂商。广州机场在货运上
的成绩不及客运

香港机场有完善的国际客运和货运航线网络，可以利用深圳机
场为内地和国际市场提供多式联运服务

62 大湾区机场分工



粤港澳大湾区
最新发展

 加强香港与国际的航空连系紧密度

有助促进外商的贸易往来

有利于航空货运服务机构营运

应付中国内地网上零售商国际运输的需求

 促进珠三角机场体系的协调发展

 港珠澳大桥

 提供往来珠三角西部的直接交通连系

 高速铁路网络

 连接国内二线及三线城市

 有助扩展机场的腹地市场

 为贸易港口提供进出口货物和销售市场

63



中国进出口与跨境电商交易 2008- 2016

Source: iResearch Global Inc
www.southmoney.com/shuju/hysj/



中国跨境电商发展

资料来源: 《2015-2016年中国出口跨境电子商务发展报告》,易观智库

65



66
中国跨境电商发展

资料来源: 《2015-2016年中国出口跨境电子商务发展报告》
《2016年度中国电子商务市场数据监测报告》



跨境电商B2C行业规模 2014-202067

Source: dragonsocial.net

chyxx.com

出口B2C行业规模（万亿元）

进口B2C行业规模（万亿元）

https://www.google.com.hk/url?sa=i&rct=j&q=&esrc=s&source=images&cd=&ved=0ahUKEwiKs4_AgYnXAhUKgLwKHXh6A9UQjxwIAw&url=http://www.alizila.com/chinas-cross-border-e-commerce-booming-85-76b-2016/&psig=AOvVaw1hXQcDMPPrTaZKqGRw4FK4&ust=1508925942043348


全球电商发展
68



香港电商发展69



粤港澳大湾区GDP总额及增速
70

Source: www.askci.com



《促进电子商务发展三年行动实施方案 (2016-2018) 》

资料来源: 商务部

工作任务 责任部门

积极推进跨境电子商务海关、检验检疫、支付、税收
等关键环节“单一窗口”综合服务体系建设。

海关总署、财政部、税务总局、质
检总局、外汇局、人民银行

大力支持中国（杭州）等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先
行先试，尽快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加快在全
国范围推广。

商务部、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
化部、财政部、人民银行、海关总
署、税务总局、工商总局、质检总
局、外汇局、国家认监委

推进海峡两岸电子商务经济合作实验区建设，推进中
国东盟跨境电子商务合作、中阿网上丝绸之路建设。

发展改革委、台办、商务部、工业
和信息化、财政部、海关总署、税
务总局、工商总局、质检总局、外
汇局、中央网信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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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政策



《电子商务“十三五”发展规划》

 跨境电子商务发展行动

 完善跨境电子商务产业链

 支持跨境电子商务企业围绕技术、物流、服务创新商业模式

 加强与境外企业合作，通过规范的海外仓、体验店等模式融入国外零售体系。

 大数据

 围绕电子商务大生态体系建设发展的技术应用需求

 以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虚拟现实、区块链、人工智能、机器人等各类新技术为

重点，发挥电子商务技术应用需求引导作用，打造电子商务技术服务产业。

 支持利用技术提高运营效率- 鼓励企业利用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北斗导航、人

工智能等技术，提升数据处理和分析能力，捕捉消费者个性化消费需求

资料来源: 商务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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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建议

9城市融合发展

▪ 第一阶段：

▪ 内地城市融合规划时，让香港和澳门参与

▪ 体制和政策尽量达至统一

▪ 海关政策

▪ 地方补贴

▪ 充分考虑企业整合后，可能出现的市场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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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阶段：

▪ 政策和体制的充分对接

▪ 对接国际市场

▪ 妥善解决跨境的相关问题（如，免检仓）

▪ 区内实行统一优惠政策和操作

▪ 融合需在世界贸易组织框架内进行

政策建议

9内地城市 + 2特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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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工发展

▪ 先优势后协同

▪ 先根据自身优势作城市定位

▪ 后根据协同效应带动周边城市发展

▪ 充分考虑分工后，整合中可能出现
的状况

政策建议75



▪ 单一窗口和贸易物流平台

▪ 加速建设并连通三个单一窗口：广东、香港、 澳门

▪ 大湾区内电子平台互相连通

▪ 湾区内通关政策若不能统一，也应简易明了

▪ 争夺电子商贸市场

▪ 区块链溯源技术

▪ 发展中国在线交易的物流枢纽

▪ 开拓一带一路商机

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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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港作为中国进口的主要通道

▪中国进口迅速增长

▪ 2017年: 153千亿人民币出口 (↑10.8%), 125千亿人
民币进口(↑ 18.7%)

▪自由港和完善的物流配套

▪共同设计高效的进口物流网络

▪ 加快到达珠三角及周边地区分拨中心的速度

政策建议77



贸易商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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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rce: hexun.com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额 (2016)
• 占中国全球贸易额比重: 25.7%

• 总额为9536亿美元

东南亚 47.8%

西亚北非

22.6%

东欧 14.3%

南亚 11.7%

中亚 3.2%
东亚 0.5%

贸易额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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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保税区

▪保税区是经国务院批准设立，由海关实施特殊监管
的经济区域。保税区具有进出口加工、国际贸易、
保税仓储商品展示等功能，享有“免证、免税、保
税”政策，实行“境内关外”运作方式。

▪保税区 vs 自由贸易区 vs 跨境电子商贸综合试验区



粤港澳大湾区统计数据 (2017)81

Source: www.askci.com

城市
土地面积

(平方公里)
人口(万)

本地生产总值
(亿美元)

人均GDP

(美元)
第三产业占

GDP比重(%)
出口

(亿美元)
实际利用外商直
接投资(亿美元)

大湾区 55,904 6,958 15,134.20 21,750 65.6 10,901.60 1,406.87

香港 1,106 741 3,414.10 46,190 92.22 4,972.90 1,174.02

澳门 31 65 503.6 77,600 93.42 14.1 14.772

广州 7,249 1,450 3,181.50 22,320 70.9 857 62.89

深圳 1,997 1,253 3,319.90 27,120 58.6 2,446.20 74.01

佛山 3,798 766 1,412.90 18,450 40.1 466.6 16.23

东莞 2,460 834 1,121.80 13,530 52.3 1,039.70 17.19

惠州 11,347 478 566.8 11,880 40.7 330.4 11.44

中山 1,784 326 510.5 15,750 47.8 304.1 5.09

江门 9,505 456 398 8,740 44.7 159.1 5.11

珠海 1,736 177 379.5 22,100 48 278.6 24.33

肇庆 14,891 412 325.6 7,940 38.3 32.9 1.81

Source: HKTDC



大湾区的新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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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家 批发商 出口商 货代 进口商 分销商 零售商 顾客

厂家 批发商 货代
顾客

厂家 批发商 货代 分销商
顾客

供应链

跨境电商
(B2C)

跨境电商
(B2B2C)

 大湾区一体化，将有助区内的中小企透过电子商务接触到更多的大公司，进军国际市场。

 可借助大湾区内某些城市土地和人力资源相对便宜的优势，利用电子化的平台，了解客
户的需求，为客户量身打造产品 （服装的试穿和制作）。

 善用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开拓新市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