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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由：完善大灣區物流樞紐 增強冷鏈國際聯運能力 

提 案 人：陳亨利委員  

提案形式：委員提案  

背景： 

「十四五」規劃和 2035 年遠景目標綱要提出，支持香港提升國際金融、航運、貿易中心

和國際航空樞紐地位，並指出建設現代物流體系，加快發展冷鏈物流，統籌物流樞紐設施、

骨幹線路、區域分撥中心和末端配送節點建設，完善國家物流樞紐、骨幹冷鏈物流基地設

施條件，健全縣鄉村三級物流配送體系，發展高鐵快運等鐵路快捷貨運產品，加強國際航

空貨運能力建設，提升國際海運競爭力。 

「十四五冷鏈物流發展規劃」亦提出增強冷鏈國際聯運能力，大力發展面向高端生鮮食品、

醫藥產品的航空冷鏈物流，提高公空、空空聯運效率。鼓勵主要農產品進出口口岸城市積

極發展國際冷鏈物流多式聯運，打造一批國際冷鏈物流門戶樞紐。 

「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則指出推進粵港澳物流合作發展，大力發展第三方物流和

冷鏈物流，提高供應鏈管理水準，建設國際物流樞紐。 

香港是貨物來往大灣區的重要門戶，其中東莞港務集團及香港機場管理局所設立「東莞–

香港國際機場物流園」是整合大灣區物流網絡的重要舉措之一，預計物流園未來每年可處

理 100 萬公噸的貨量，成效甚佳，充分展現大灣區城市之間合作共贏的活力和潛力。香港

特首李家超今年 1 月到訪東莞更指出「東莞–香港國際機場物流園」帶動了大灣區貨物國

際通達性的整體提升，進一步提升大灣區製造業和進出口業的國際競爭力。 

問題/痛點： 

「東莞–香港國際機場物流園」的運作是粵港澳大灣區的出口貨物於東莞完成清關等上游

程式，經海路運送至香港國際機場，再直接空運至全球各目的地。反之，國際貨物也能經

由香港國際機場和物流園進口到大灣區至內地。可惜，「東莞–香港國際機場物流園」由

於還沒有進境冰鮮水產品指定監管場地資質，暫時進出口業務只涵蓋乾貨類別，暫未包括

進口冰鮮食品或貨品。其中冰鮮食品是高增值貨品，約空運貨品的三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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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陸路運輸亦不可行，原因是深圳灣及文錦渡口岸的內地海關並沒有冷庫設備。若果海

外冰鮮食品或貨品，由香港機場經傳統陸路往深圳，首先要在香港耗時清關，再在市區塞

車，到達深圳灣及文錦渡口岸後，在內地邊境等候海關查驗時，卻沒有適當冷庫設備。最

終所花的時間多，運輸費高，貨品亦有變壞的風險，變相海路陸路均不可行。 

香港國際機場屬全球最繁忙的貨運機場，四小時飛行航程可達亞太區主要市場，每天有大

量國際航班，國際貿易中空運的物流安排便利、高效、成本低，有許多先天優勢，有利外

國貨品特別是冰鮮貨品經香港機場入口至內地，再經冷鏈運輸直送到消費者手上。 

隨著內地市場對海外優質冰鮮貨品包括藥品、食材等需求的增長，有必要提升冷鏈設施，

開拓更便利、更直接的大灣區物流通道，從而降低運費和時間，提升大灣區內的物流轉運。

若大灣區內的冰鮮產品也能通過物流園和香港機場，更便捷高效、低費用地出口至海外市

場。這樣可以實現進口和出口的雙向得益。 

最終目標是完善大灣區的國際級物流網絡，促進國際國內貨運有效對接來往，建設具有

重要影響力、具有競爭力的國際物流樞紐，充分發揮一國兩制下的協作效能。 

我的建議如下： 

 建議在東莞臨時物流園現址附近設立冷庫設施，作先導計劃，讓冰鮮貨品從香港機場

直接循海路運往東莞清關，再進入內地市場。 

 

 長遠而言，為充分發揮東莞與香港特區的合作成果，建議東莞市政府、香港特區政府、

黃埔海關就以上項目，成立高層次專組，進一步與香港機場管理局共同探討，將冰鮮

食品及貨品納入「東莞–香港國際機場物流園」的整體規劃之中，並在東莞市沙田鎮

規劃建設進口食品冷鏈中心項目和進境冰鮮產品指定監管場地，作為內地特別是大灣

區冰鮮食品經從香港機場進行進出口的主要通關口岸，完善大灣區內貨物流通的版圖。 

 

 建議由商務部門牽頭，協調海關、海事等查驗單位，研究落實通過空港中心打通冰鮮

食品或貨品的進出口通道；並由東莞有關部門會同香港機場管理局研究具體落實可操

作的方案。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