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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文件  
 
 

立法會經濟發展事務委員會  
2017年施政報告及施政綱領  

運輸及房屋局運輸科方面的政策措施  
 
 
引言  
 
 本文件旨在闡述在 2017 年施政報告和施政綱領中，政

府將推行和持續推行的措施，以鞏固和提升香港作為國際航空和

海運中心的地位。  
 
 

香港作為國際航運中心的進一步發展  
 
2. 香港憑藉其策略性的地理位置、自由經濟及豐富的國際

商貿經驗，已發展成為國際航運中心（包括空運及海運）以及區

域物流樞紐。香港具備穩固的法治制度、簡單的稅制及高學歷的

人力資源等，其優勝的軟實力為高增值服務提供穩健的發展基

礎。  
 
3. 空運方面，香港國際機場是全球最繁忙的貨運機場和全

球最繁忙的客運機場之一。 2016年，香港國際機場的交通量持續

增長，三項航空交通量均刷新年度紀錄。年內，機場共接待旅客    
7 050萬人次，飛機起降量超過41萬1千架次，分別按年增長 2.9%
及1.4%；另一方面，貨運量逾450萬公噸，亦比前一年上升3.2%。

我們會繼續鞏固和提升香港作為國際航空樞紐的地位，全力協助

香港機場管理局（機管局）落實三跑道系統計劃，提升香港處理

航空客貨運的能力、維持安全而高效的航空交通管理、增加新的

民航伙伴，以及加強香港國際機場與珠江三角洲（珠三角）地區

的聯繫。與此同時，在香港推動飛機租賃業務、繼續支持機管局

發展機場島北商業區、成立民航學院，以及成立獨立的民航意外

調查機構等。  
 
4. 海運方面，香港擁有悠久的海運傳統，在制度上享有獨

特優勢，是區內重要的樞紐港。香港港口是全球最繁忙的貨櫃港

口之一，於2016年處理了約1 960萬個標準貨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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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在海運服務方面，香港的海運業群發展蓬勃。香港船東

和船舶管理公司擁有及管理的船舶，佔全球商船的總載重噸位達

9%。目前，香港有超過 800間公司提供各種海運服務，包括船舶

管理、船舶經紀及租賃、海事保險、船舶融資及海事法律和仲裁

等。香港船舶註冊一直提供優質的船舶註冊服務，總註冊噸位位

列全球第四，船隻數目為 2 518 艘，總註冊噸位已達1 億  720 萬，

較去年同期增長6.2%。  
 

6. 特區政府致力推動本港高增值海運服務業的發展。去年

政府成立「香港海運港口局」，以期充分利用香港在發展海運服務

業方面的有利條件，鞏固和提升香港作為國際海運中心的地位。  
 
 
新措施  
 
7. 我們在2017年會推行的新措施見下文第8至10段。  
 
(a) 推動香港飛機租賃業務  
 
8. 民航業發展迅速，帶動巿場對飛機租賃的長遠需求。我

們認為香港作為主要的國際金融及商業中心及重要的航空樞紐，

有明顯優勢去發展飛機租賃業務。海外經驗顯示，稅務因素是航

空融資公司選擇業務地點的關鍵考慮之一。政府正制定有關稅務

優惠的詳細方案。根據目前的時間表，政府打算在2016-2017立法

年度內把修訂法案提交立法會審議。  
 
(b) 成立獨立的民航意外調查機構  
 
9. 政府將會在運輸及房屋局（運房局）下成立獨立的民航

意外調查機構，專責調查民航意外和嚴重事故，以符合國際民用

航空組織的最新規定。過往民航意外由民航處的意外調查組負責

統籌調查，而新的調查機構將會獨立於民航處，確保調查的中立

性。根據目前的時間表，政府希望能在2016-2017立法年度內把修

訂法案提交立法會審議。  
 
(c) 擴展投資推廣署支援「香港海運港口局」的推廣工作，致力引
進知名外地海運企業，進一步加強香港海運業群。  
 
10. 「香港海運港口局」的其中一個工作重點，是致力向海

外及內地的海運業界推廣香港作為區內主要海運服務中心的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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勢，透過吸引國際知名的海外及內地海運企業來港營商，以進一

步擴大香港的海運業群，增加對香港高增值海運服務的需求，拓

展香港海運業的商機。就此，「香港海運港口局」會透過投資推

廣署，積極加強推廣工作，發掘有潛力在香港發展的國際知名海

運企業，向他們推介香港作為亞太區業務的首選據點，吸引他們

來港設立分部。  
 
 
持續推行的措施  
 
11. 此外，我們在2017年會繼續推行多項現行的措施，詳見

下文第12至35段。  
 
國際航運中心  
 
(i) 繼續支持機管局發展機場北商業區（「SKYCITY 航天城」）  

 
12. 機管局發展「SKYCITY航天城」，對於香港國際機場本

身，及大嶼山以至香港整體的經濟及社會發展，均具重大策略價

值，除可為香港創造重要的投資、營商和就業機會外，更能提升

香港國際機場作為全球航空樞紐的吸引力和競爭力，並有助推動

旅遊業的進一步發展。機管局計劃建造一個匯聚零售、餐飲和娛

樂的專區，令旅客獲得嶄新的體驗，使北商業區成為獨當一面的

旅遊點。「SKYCITY航天城」將分期作長遠發展。機管局已於去

年年底就「SKYCITY航天城」的酒店項目進行招標，並正準備於

今年年初邀請有興趣參與首階段零售發展的公司提交意向書。首

階段發展項目預計於2021年完成。我們會配合三跑道系統的規劃，

以及大嶼山的其他發展，務求機場島北商業區的發展可以發揮最

大的經濟效益。  
 
(ii) 成立民航學院，為航空業培養人才。  

 
13. 為進一步鞏固香港作為區內主要航空樞紐的領導地位，

在經濟發展委員會轄下航運業工作小組的支持下，政府參考了民

航處早前委託顧問進行研究的結果，支持由機管局成立民航學院

（現稱「香港國際航空學院」（學院）），培訓本地及區域空運管理

人才。機管局且於去年 12月與法國國立民用航空學院簽訂協議，

合辦課程。學院亦將與本地教育及職業訓練學院、機管局的業務

夥伴及其他機構合作提供多項課程，包括青年暑期課程及實習計

劃、機場員工在職培訓、專業證書課程以及其他進階課程等。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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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課程預計可於今年4月推出，其後逐步擴展規模。  
 
(iii) 通過新成立的「香港海運港口局」，加強海運業群集，促進
香港海運服務業向高増值及專業化方向發展，提升香港國際海運
中心地位。  
 
14. 目前「香港海運港口局」下設三個專責委員會，分別負

責海運與港口發展、人力資源和市場推廣三個主要範疇。該局自

成立以來已進行多項工作，進度如下—— 
 
海運與港口發展  
 
15. 海運與港口發展委員會負責探討香港發展高增值海運

服務的方向和策略，並制定便利行業發展和營商的措施。自委員

會成立以來，已就多項事宜進行討論，包括撤銷對持有「多程進

港許可證」的駁船逗留本港水域的時間限制以支持香港港口轉運

及內河船運的發展、探討進一步便利海外合約海員來港上船入境

安排的相關措施，並著手研究便利海運企業的營商措施（例如與

更多國家簽訂避免雙重徵稅安排協議等）等。  
 
人力資源  
 
16. 人力資源發展委員會已初步瞭解香港海運人才的供求

情況，將與相關院校研究在不同的學科增加海運的元素，以及研

究邀請相關專業機構開辦進階課程，以應付業界需求。另外，委

員會將繼續研究其他鼓勵本港年青人才加入海運業的方案，包括

加強向學校宣傳、增加學生對海運業以及相關的高增值服務的認

識等，以鼓勵更多青年投身業界。我們亦會將有關海運業界的職

位空缺上載至香港海運港口局的網頁，以便利有志投身業界的人

士獲取資訊。  
 
市場推廣  
 
17. 過去一年，「香港海運港口局」進行了頻密的對外推廣

工作，以加強與當地政府和企業的聯繫。去年6月，海運港口局代

表團到訪希臘，參與大型國際海事展，向希臘及歐洲推廣香港的

海運業，吸引當地投資者到香港投資。另外，我們亦於 2016年     
11月舉辦首屆「香港海運週」，推廣香港作為經營海運業務的理想

地點，提升本港海運及港口服務的吸引力，以及向海外企業推介

本地的高增值專業服務。為期八日的海運週合共獲得 34個與海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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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相關的商會、專業及學術團體的支持，舉辦了29項精彩活動，

當中包括業界簡報會、研討會、大型國際會議、企業活動，以及

以海運為主題的競技和交流活動，吸引了約4 600名本地及海外業

界人士和公眾參與。「香港海運港口局」會繼續與業界合作，積

極訪問內地和海外，特別是在海運方面發展蓬勃的國家和城市，

推廣香港的專業海運服務及國際海運中心地位。  
 
(iv) 繼續積極協助機場管理局落實香港國際機場三跑道系統計
劃，以應付香港長遠的航空交通需求。  

 
18. 政府於 2015年 3月確定有必要發展三跑道系統計劃。隨

著與填海及城市規劃相關的法定程序於2016年4月完成，機管局已

於2016年8月展開三跑道系統的工程。機管局預計整項三跑道系統

工程需時約八年完成。機管局正同步進行其餘工程的詳細設計，

落實財務安排及按環境影響評估報告及環境許可證的要求實施一

系列的環境影響緩解措施。  
 
19. 為確保社會大衆及主要持份者能更有效參與落實有關

計劃的過程，運房局會繼續透過由運房局局長出任主席的航空發

展與機場三跑道系統諮詢委員會，就落實三跑道系統計劃的相關

事宜向政府提供意見，並協助政府監察落實計劃的工作。委員會

自2015年8月成立至今已舉行了六次會議，就三跑道系統計劃的推

展情況、財務安排及一些主要的環境影響緩解措施進行了詳細討

論。政府及機管局會繼續就三跑道系統的重要課題諮詢委員會的

意見。  
 

20. 此外，上屆和現屆立法會均於内務委員會下成立了一個

小組委員會，跟進三跑道系統計劃的相關事宜，並監察計劃的推

展工作。今屆小組委員會至今已舉行了兩次會議。運房局及機管

局會繼續積極配合小組委員會的工作，並適時向議員匯報及解釋

三跑道系統計劃的各項最新進展。  
 
21. 當三跑道系統全面運作後，機管局預計新增容量可滿足

香港國際機場至少到 2030年的航空交通需求。屆時，每年的客運

量預計將會增加至約1億人次及每年貨運量增加至900萬公噸。三

跑道系統不但是香港重要的航空交通基建，對鞏固香港作爲國際

及區域航空交通樞紐的戰略地位也極其關鍵，以及在協助推動國

家「一帶一路」的發展策略有實質貢獻。三跑道系統會為香港帶

來長遠的經濟和社會效益，為各行各業創造大量就業機會，是促

進香港整體競爭力及惠及民生的一項重要基建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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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積極推展海運及空運人才培訓基金下的多項措施和資助計
劃，繼續推動與業界及院校的三方合作，支持海運及空運業的人
力發展。  

 
22. 為支持航運業的長遠發展，培訓更多業內人才，政府於

2014年4月撥款一億港元成立「海運及空運人才培訓基金」（下稱

「基金」），支持和鼓勵更多在學年青人或在職人士接受相關的

技術訓練和升讀專業學位課程，投身航空及海運業界，以提升行

業的整體競爭力和專業水平。「基金」設有多項培訓資助／獎勵

計劃，涵蓋航空及海運業的不同範疇，「基金」下的主要措施包

括「專業培訓課程及考試費用發還計劃」、「海運和航空業實習

計劃」、「海外交流學生資助計劃」、「本地船舶業訓練獎勵計

劃」、「香港航空獎學金計劃」、「飛機維修專門課程部分學費

退還計劃」等。上述六項措施詳情及進度載於附件。截至 2016年
12月，「基金」共惠及超過2 470名學生和現職海運及空運業人士。  
 
23. 政府將繼續推行各項計劃，並會透過基金資助業界舉辦

推廣活動，加強大眾及青年人對海運及航空業的工作性質、專業

資歷及就業前景的認知，以鼓勵更多新血加入，提升行業的專業

水平，加強香港作為國際航運中心的競爭力。  
 
(vi) 逐步落實改善港口措施，包括分階段增加貨櫃堆場空間及駁
船泊位，提升葵青貨櫃碼頭的貨櫃處理能力和善用碼頭的後勤用
地，維持香港港口的競爭力。  

 
24. 政府分階段落實於 2015 年完成的葵青貨櫃碼頭港口後

勤用地檢討中提出的多項建議，務求更有效善用該等用地，以應

付未來港口和物流業的發展需求。我們已經優化短期租約土地分

配和管理機制，並修訂相關租用條款，包括：取消在短期租約固

定租期內每三年重估租金一次的條款；視乎土地情況及相關法例

要求，將貨櫃存放及貨櫃處理用地的租期由現時的三或五年延長

至七年；以及將一些多種用途的短期租約用地改為指定只作貨櫃

存放、貨櫃處理或主要供貨櫃車／貨車停泊之用。我們正積極與

相關部門合作，以期盡快將 6 幅共約 18 公頃的港口後勤用地批予

貨櫃碼頭，以擴大貨櫃堆場空間及增加駁船泊位設施，提升處理

轉運貨櫃的效率。此外，我們亦會釋出昂船洲公眾貨物裝卸區 120
米長的海旁用地作港口後勤設施，以進一步提升葵青貨櫃碼頭的

運作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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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另外，葵青貨櫃港池及其進港航道展開的挖深工程進展

順利，並已於 2016 年 4 月大致完成。加深後的葵青貨櫃港池將來

可在任何時間容納新一代特大型貨櫃船，大大提升營運效率。  
 
(vii) 繼續與相關部門物色合適土地作現代物流設施用途，以促進
香港的高增值第三方物流業發展。  

 
26. 貿易及物流業是香港四大經濟支柱之首，佔本地生產總

值約22%，當中物流業佔本地生產總值的3.3%（780億港元，2016
年數字），並為約 4.8%的就業人口提供約 18萬個職位。香港憑藉

優越的地理位置、自由港的地位、完善的基建設施、便捷的海、

陸、空多模式聯運網絡，以及經驗豐富的專業人才，一直是亞洲

區內的物流樞紐。  
 
27. 高增值第三方物流業在過去十年發展迅速，為推動這方

面的發展，政府一直物色合適土地以提升香港物流業的優勢。自

2011年起，政府已透過公開招標出售位於青衣的三幅約6.9公頃的

土地，為物流業界提供約 28萬平方米的樓面面積。另外，政府會

爭取盡快推出於屯門西預留的兩幅共佔地約十公頃的土地作高增

值物流用途。我們將繼續聯同相關部門物色合適用地供業界興建

現代化物流設施。同時，我們亦會繼續與香港物流發展局探討各

項有助提升營運效率和人才培訓及推廣香港物流服務的項目，以

鞏固香港作為區域物流樞紐的地位。  
 
海上安全  
 
(viii) 落實本地載客船隻規管機制的改善措施，以加強海上安全。
繼續跟進《 2012年 10月 1日南丫島附近撞船事故調查委員會報告》
的建議。  
 
28. 海事處正繼續跟進落實海事處制度改革督導委員會及

《2012年10月1日南丫島附近撞船事故調查委員會報告》中的各項

建議。在提升海上安全方面，政府已落實一連串改善措施，包括

加強船員瞭望工作、提高本地船隻第三者風險保險保額，及立法

要求載客船舶安裝有助航海安全的儀器等。海事處會繼續推進各

項海上安全的改善措施，例如管制海上醉駕及藥駕，以及檢討本

地遊樂船隻規管制度等。我們會適時就相關的措施諮詢本事務委

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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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強對外交通運輸聯繫  
 
(ix) 與機管局攜手合作，落實措施加強機場客貨運處理能力和機
場服務，包括落實機場飛行區中場範圍發展計劃。  

 
29. 中場客運廊已於 2015年年底落成啓用，並於去年 3月全

面投入運作，讓機場每年可處理的客運量增加1 000萬人次，有助

應付中期的航空交通需求。機場飛行區中場範圍發展計劃的餘下

部分亦將於2020年前分階段完成。  
 
(x)全面啓用新航空交通管制系統，優化航空交通管理。  
 
30. 政府一直致力保障航空交通安全，並維持高效的航空交

通管理。民航處於 2016年 11月 14日全面啟用了新航空交通管制系

統（空管系統）的最後一個子系統  —— 航空交通管理系統（航

管系統），標誌香港航空交通發展邁進一個新里程。新空管系

統按照國際最新的航空安全標準設計，包括強化航班資料和數據

處理能力、自動化及先進的安全警告功能，以及更精密的航跡計

算能力，符合國際民用航空組織的最新安全要求。新系統的能力

提升至每天可處理 8 000份航空計劃書的資料，及同時監察 1 500
個空中或地面目標（分別是舊系統的五倍和1.5倍），足以應付發

展香港國際機場三跑道系統預期帶來的航空交通增長。 2016年香

港國際機場的三項航空交通量（即旅客量、飛機起降量及貨運量）

均刷新年度紀錄，而去年聖誕及新年假期的航班高峰期間，新航

管系統平均每日共處理1 980架次航機（包括飛越香港飛行情報區

的過境航機），較前一年同期增加約6%，創下歷來聖誕新年假期

期間最高紀錄，顯示新航管系統足以應付日益繁忙的空中交通。

民航處會繼續密切監察和致力優化新系統的表現，確保符合最高

的安全標準。  
 
(xi) 增加新的民航伙伴，並與現有民航伙伴檢討民航協定，以期
進一步開放民航安排，從而支持本地民航業持續增長和發展。  
 
31. 去年，我們與塞爾維亞和馬爾他簽訂了新的民航協定。

我們亦與安哥拉、南非和希臘完成了談判並草簽了新的民航協定。

同時，我們與11個民航伙伴（印尼、內地、丹麥、挪威、瑞典、

荷蘭、柬埔寨、印度、墨西哥、卡塔爾和阿拉伯聯合酋長國）檢

討雙邊民航安排，並與七個民航伙伴（俄羅斯、安哥拉、澳門、

南非、意大利、孟加拉和斯里蘭卡）擴大了有關的民航安排，為

支持民航業的增長和發展提供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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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我們會繼續不時檢討對航空服務的需求，並適時與我們

的民航伙伴展開航權談判，以擴大空運運力，回應市場需求。  
 
(xii) 協助機管局擴充聯運接駁設施，以增強香港國際機場與珠三
角地區的連繫。  
 
33. 憑着綜合的多式聯運網絡，香港國際機場成為通往內地

的主要門戶。旅客可經香港國際機場提供的跨境客車、轎車和客

輪服務，來往珠三角和世界各地。去年，每日約有550班客車從香

港國際機場出發前往超過110個位於珠三角的城市和鄉鎮。  
 
34. 香港國際機場的海天客運碼頭為中轉旅客提供便捷的

空海聯運快船服務來往香港與九個珠三角城市。現時，海天客運

碼頭有九條跨境渡輪航線，每天約94班定期船班來往香港與深圳

的蛇口與福永、澳門的外港客運碼頭與氹仔、東莞虎門、廣州南

沙、廣州蓮花山、中山，以及珠海九州。  
 
35. 隨著珠三角區內以及本地各項大型運輸基建，包括港珠

澳大橋、屯門至赤鱲角連接路等在未來幾年相繼落成，將進一步

縮短內地旅客、貨物到香港國際機場的路程。在港珠澳大橋落成

通車後，往來香港與珠三角西部的陸路交通將更趨便捷。為使港

珠澳大橋與香港國際機場能發揮更大的協同效應，機管局正研究

擴充聯運接駁設施，便利珠澳旅客來往香港國際機場。  
 
 
委員意見  
 
36. 我們歡迎委員就上述措施提供意見。  
 
 
運輸及房屋局  
運輸科  
2017 年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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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海運及空運人才培訓基金下主要措施簡介及進度  
 

 
「專業培訓課程及考試費用發還計劃」  
 
 計劃旨在鼓勵於海運和航空業工作的現職人士修讀由各院校、

專業或業界團體提供的課程和參加專業考試，提升技能及獲得

專業資格。計劃推出至今已涵蓋約 140 項專業課程和考試，共

有超過 940 名人士獲得資助，資助金額共約 220 萬元。政府會

陸續增加更多核准的課程及專業試。  
 

 
「海運和航空業實習計劃」  
 

 計劃透過政府、業界和院校三方合作，為大專生提供實習機會，

鼓勵他們投身海運和航空業。去年約有 350 名學生參與計劃，

在超過 45 間航運公司實習。政府今年會繼續向業界和院校宣

傳，鼓勵更多機構和大專生參與。  
 

 
「海外交流學生資助計劃」  
 

 政府於 2015 年開始與四間大學（即香港理工大學、香港城市

大學、香港中文大學和香港科技大學）合作，資助其修讀海事

相關課程的學生到海外大學交流，修讀海運相關的課程，向他

們提供海外學習和擴闊視野的機會，兩年來已有 31 名學生獲

取資助。  
 

 
「本地船舶業訓練獎勵計劃」  
 

 計劃向新入職受僱於本地船舶業的人士提供最高三萬元的資

助，鼓勵他們考取首個本地船舶船長或輪機操作員專業資格。

至今已有 60 個申請獲批資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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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航空獎學金計劃」  
 
 計劃於 2015 年開展，向選定的學生提供獎學金，讓他們完成

與航空業相關的學位或高級學位課程，以鼓勵航空業界的持續

專業發展，並於 2016／2017 學年增加三個碩士和學士課程為

選定課程。  
 
 

「飛機維修專門課程部分學費退還計劃」  
 
 計劃鼓勵青年人選修飛機維修專門課程及在畢業後投身飛機

維修工作，向修畢飛機維修專門課程並符合申請資格的人士提

供額外資助。截至 2016 年年底，共約 150 名人士成功申請部

分學費退還，資助金額共約 170 萬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