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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 
 

香港贸易发展局研究总监关家明： 
 

香港进入离岸贸易阶段 
 

记者   郭兴艳  
 

  成立于 1966 年的香港贸易发展局，见证了香港自由贸易港发展的起起落落。作为推广香港

贸易的法定机构，香港贸易发展局以半官方的公营机构身份，在过去近半个世纪来随着香港贸易

变迁而不断改善自身功能，从推广有形的商品贸易到推广金融、法律和会计等无形的服务贸易。 
  香港贸易发展局研究总监关家明近日接受《第一财经日报》记者专访时称，香港已经从转口

贸易转型至离岸贸易阶段。 
  香港贸易发展局近日一项研究则称，离岸贸易作为香港商业活动的一环，所占比重已由 1988
年的 18.6%增至 2012 年的 65%，香港官方出口数据未能真实反映香港的出口表现。 
  所谓离岸贸易，是指由一个母公司在其他地区或国家开办子公司，将异地生产的货物卖到第

三国乃至全球。 
  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数据显示，自 2006 年，香港每年的离岸贸易货值都高于转口货值，2011
年离岸贸易货值估计达 4.5 万亿港元，相当于同期香港转口贸易货值的 1.4 倍。从 2002 年至 2011
年，离岸贸易货值增加超过 200%，远高于同期香港转口货值 130%的增幅。 
  第一财经日报：香港作为国际自由贸易港的发展有好几个阶段，你怎么看这些阶段的特点，

现在到了哪个阶段？ 
  关家明：香港从一开始就是一个自由港，而且是贸易和金融两方面的自由，这种情况基本上

一直以来都没有变。贸易自由方面，比如说航运船只可以自由进出，货物基本上没有关税；金融

方面基本上没有资本管制，港币的发行流通基本没有外汇管制。 
  香港的经济形态在不同阶段有着转变，最开始的渔港是一个阶段,而香港真正经济起飞是在战

后，特别是上世纪 50 年代以后，一般的理解是有三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上世纪 50 年代后内地工业方面的资本来到香港，香港工业化开始起步，从原

来的转口港转型为以本地制造业为主的出口贸易。第二个阶段是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特别是内

地开放以后，开始吸纳来自香港的投资，很多工厂基于成本的差别都一步步搬到内地特别是珠三

角去，香港经历了从本地的制造业出口到转口贸易的一次转型。 
  虽然香港工厂都搬到外地去，但那时大部分产品是通过香港销到内地，或通过内地工厂经过

香港出口到海外，转口贸易相对比较发达，曾经最多时内地出口有 70%是经过香港。 
  过去十多年，工业搬运已经基本上完成，有说法认为香港已经空洞化了，香港没有工厂，香

港的工业区也不做工业。在这背后实际上也有一种转型在进行，就是我最近讲的离岸贸易。 
  离岸贸易和转口贸易有很多差别，转口贸易是指货物经过该港口进行转运，但离岸贸易的意

思是说，不但厂房不在当地，就连运输也不在当地，基本上是通过内地港口自由进出口。 
  从香港的角度来说，我们这 1000 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就好像什么都没有了，没有工厂也没有

运输，那是什么样的情况？对香港来说，腾空了很多的资源、土地、人力去发展一些新的其他行

业，特别是服务业，现在香港 90%以上都是服务业。 
  同时，虽然大部分贸易已在内地进行，但仍然有很多的经济活动放在离岸也就是香港进行。

我们发现很多已经搬到外地比如说内地的一些公司，实际上有很多服务和后勤的活动还在香港，

只是它的工厂、运输这些有形的资产或活动已经不在香港，他们留下的是一些进行营销、金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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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序，其实这些工序的附加值更高，对整个企业营运也是非常重要的。 
  日报：按照你的分析，香港转型为离岸贸易应该是在过去几年、十几年慢慢发生的过程。你

怎么看离岸贸易对香港实体经济的冲击？我们看到，深圳港进出口集装箱量今年首次超过了香

港，这些贸易相关传统行业又该如何转型？ 
  关家明：我们从 1988 年开始做香港离岸贸易调查，每 3 年做一次，2000 年后特区政府也发

现这是很重要的数据，于是政府也进行了一套更完整的研究。 
  只是我们的着重点不一样，政府是直接看有多少价值的货物是在离岸生产或贸易，我们的调

查比较集中的是，离岸贸易形态的趋向、工业分类和背后原因，作为推动跟踪行业发展所需的一

些资料。 
  可以看到，往外搬比较多的是对土地和劳动力需要较多的一些工序或者是行业，还有一些是

搬了一部分，生产后有些产品是回头通过香港进行运输。 
  一是搬到珠三角的企业回头用香港港口运输设备的机会相对较高；二是附加值比较高、体积

较小的一些珠宝、高端电子产品，回头进入香港的机会相对较大。所以你会发现，从特区政府的

一些进出口统计数据来看，香港剩下来的都是电子行业。 
  留下来在香港进行比较多活动的，一是金融资金募集方面，二是供应链方面的管理。 
  离岸贸易毛利率比较低（约 6%，低于特区政府统计处公布的 16.3%转口贸易毛利率），主要

是离岸贸易活动一般是进出口贸易环节的最后一段，这和牵扯较多工序的转口贸易相比，毛利率

低是正常的。 
  以前我们的产品，从原材料到生产、成品到运输都在一个工厂里面进行，如果说涉及 10 个

工序，每个工序附加 1 元钱的话，加起来毛利是 10 元钱。而现在供应链全球化，我们把工序分

割在不同地方做，效率提高了，分工更精致，而且量也相对更大，其实加起来的工序可能是十元

钱，也有可能会更多。 
  虽然不是将全部工序都放在香港，但现在放出去的是相对增长值较低的部分，留下来或者继

续发展出来的是一些增长值相对高的部分。 
  同样的工作人数，以前分在一些高低不平的工序里工作，现在就集中在一些高端的工序，因

此总体来说，香港的人口每年增长，但是人均的产值还是在不断增加。 
  深圳港运输总量超过香港是必然趋势，香港如果还去搞货柜转运的话，竞争力应该不会比深

圳高，因为香港地方和人力有限，运输业已到了一定程度不能再发展，而且每一个行业都有周期，

如果硬要将这些行业留下来的话只会成为负担，所以应把那些其他人可以做得更好的地方让别人

做，香港做一些有优势的新型行业，互相之间还可以互利发展。 
  日报：按照这样的趋势，你们作为一个半官方机构，会如何建议政府或业界？ 
  关家明：具体到一些政策建议，我们有时候会牵涉到，但这并不是我们主要的职务。 
  我们作为贸易发展局，主要是帮助香港特区政府推动香港的商品和其他贸易服务发展，当然

在这过程里面如果发现有一些政策上的东西需要改变的话，我们也会向政府反映，但是否采纳完

全由政府来决定。 
  实际上我们看到，香港总体发展最关键的一条不是政府的资助或者是推动有多大。虽然说我

们做得还算成功，但香港的发展主要还是靠业界这些私人企业自己去推动。我们其实就是提供平

台帮他们推广产品，最重要的是他们的产品要有竞争力，所以最关键的还是企业是否能跟着市场

的需求去转变经营和产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