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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内容

（一）粤港澳大湾区三大城市港航产业总体布局现状分析

（二）粤港澳大湾区三大城市港航产业发展功能定位



（一）粤港澳大湾区三大城市港航产业总体布局现状分析

1、港口服务相关产业布局

三港集装箱产业分布均匀，2017年深圳港、
香港港、广州港分别完成集装箱吞吐量2521
万TEU、2077万TEU、2037万TEU。

三港集装箱业务差异化发展，香港港集装箱业
务主要是国际中转箱；深圳港主要为外贸箱量
为主，比例高达90%以上；广州港集装箱主要以
内贸、东南亚和非洲航线为主，内贸占比62.6%
。

港口 集装箱结构

广州港
2017年1-11月完成外贸箱689.5万TEU，内贸箱1154.16万TEU，

外贸占比37.4%。

深圳港
2017年1-11月完成外贸箱2164.3万TEU，内贸箱151.2万TEU，

外贸占比93.5%。

香港港
2017年转运1263.9万货柜，直运511.4万货柜，转运占比

71.2%。



2、货源腹地及服务范围对比

广州港

间接经济腹地

直接经济腹地

深圳港

香港港

广州的直接经济腹地包括广州市
在内的广东省地区，间接经济腹
地可延伸至福建、江西、湖南、
广东、广西、海南、四川、贵州
、云南等泛珠三角洲地区。

深圳港80%的货物来自于珠江三角洲地区和泛珠三
角地区（主要是深圳市、惠阳市和东莞市），间接
腹地范围包括京广和京九铁路沿线的湖北、湖南、
江西、粤北、粤东、粤西和广西的西江两岸等地区
，另有约15%来自于国际中转。

香港作为全球著名的转运港，其71%的货物为转运
货物。2017年香港38.1%的集装箱吞吐量来自于中
国大陆，珠三角地区占到全港总吞吐量的27.8%；
东盟国家货物占19.6%，美国、日本和欧盟分别占
到9.3%，6%和5.8%。在中国对外贸易中20%的货

物贸易途径香港。



3、航运服务业相关产业布局

船舶工程产业主要集聚在广州

广州船企占全省的约三分之二，
是广东船舶行业的核心地区。香
港和深圳少有。

海事仲裁主要分布在香港

深圳、广州航运经纪业务
起步较晚，目前还不太成
熟。

香港航运经纪产业发达，
广州航运经纪已有突破

2016年香港国际仲裁中心
共受理460起案件。中国
海仲委海事仲裁业务主要
集中在上海和北京，华南
分会接受案件数目较少。

船舶注册产业以香港为首，
位列全球第四

广州拥有广州海事法院，2017
年，共受理各类案件2527件，
结案标的额59.45亿元。并在深
圳设有海事法庭。

广州海事法律业务稳步推进

截至到2018年2月，在香港注册
的船舶有2553艘，总吨位达到
1.15亿吨。在大湾区遥遥领先
。

截至到2017年11月，广州航运
交易所累计完成船舶交易2535
艘，交易额达89.47亿元。

广州拥有航海学院，2016年5月
，交通运输部同意建设广州船
员适任评估示范中心工程；深
圳依靠与香港进行人才交流、
人才合作；香港拥有海事训练
学院，在香港理工大学等设有
相关专业。

广州船舶交易产业规模较大

航运教育产业发展各有差异



4、邮轮产业布局

2016年度常规邮轮访港总数191船次

，同比增长34.5%，乘客总流量67.7

万人次。2017年旅客吞吐量达170万

人次。

香港邮轮产业更具竞争优势
广州邮轮产业发展迅速

深圳邮轮产业稳定发展

2017年，广州南沙邮轮母港全年共完

成船舶进出122艘次、旅客吞吐达到

40万人次，稳居全国第三大邮轮母港

的位置。

2017年共靠泊国际邮轮109艘次，接

待进出港邮轮旅客18.9万人次，邮轮

旅客接待量跃居全国前四名，仅次于

广州。



5、航运金融与保险产业布局

1）香港、深圳航运金融业务领先

香港在全球金融中心中排名第四；深圳航运金融产

业全球排名靠前；广州不断加大航运金融的发展，

近些年有较大突破。

2）航运保险业务集聚香港

2017年香港船舶保险毛保险费收入22.75亿港元，货

运保险毛保险费收入2.69亿港元；香港拥有众多海

事保险公司，涉及保险金额数目庞大，广州在航运

保险中所涉及的船舶保险费、货运保险费不及香港

，但船舶险保费收入要高于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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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海事保险费用

2016年 2017年 同比

保险相关机构数量（家） 35 42 20%

融资租赁企业数量（家） 1 2 100%

融资金额（亿元） 0.52 6.8 12倍

金融创新业务（项） 3 1 -66.67%

广州南沙航运金融发展现状



（二）粤港澳大湾区三大城市港航产业发展功能定位

香港港立足于通往中国大陆的大门，放眼于国际航运市场，
依托自由贸易港红利，已成功地实现由腹地型航运中心向国
际中转型航运中心转型，70%的集装箱吞吐量均来源于国际

（境外）中转。因此香港是以国际集装箱中转业务为特征的
集装箱枢纽港。

深圳港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和前沿地带，制约深圳港口
发展的重要因素是岸线资源稀缺，目前泊位吞吐能力已接近
饱和，未来可拓展潜力较低。深圳港发展定位，未来深圳港
依托科技创新技术，提高岸线资源利用率和航运服务效率，
打造以外贸为主要特征的国际集装箱枢纽港。

广州港依托丰富的岸线资源、多元的专业码头（集装箱、石
油化工、煤炭、粮食、汽车滚装轮等专业码头）和广泛的腹

地经济，巩固内贸水水中转，积极推进外贸运输、海铁联运
和内陆无水港建设，未来广州港集装箱港口吞吐量在超过香
港之后将超过深圳，最终定位于全球综合枢纽港、内外贸并
重的集装箱枢纽港和粤港澳大湾区港口群龙头。

1、三大航运中心城市的港口功能定位

粤港澳大湾区内三大航运中心城市的港口功能定位



1）香港—全球性的国际航运中心

香港是世界著名的航运中心和自由贸易港，其港口软硬件设施完善，管理运营经验丰富，金融、航运贸易、法
律服务、人才等要素完备，港口综合竞争优势明显。但由于土地和建设成本高企，香港港口的运输结构将逐步
转型，重点发展集装箱运输的高端业务，使得大陆腹地集装箱业务越来越多地向广州等其他港口转移。未来香
港依托自由港制度和税收优势，将成为国际航运服务中心，着重处理航运金融、航运交易结算等业务。以自由
港的优势成为连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重要枢纽和全球中高端航运资源配置中心。

2）深圳—航运科技创新中心

未来深圳将发展成航运的创新技术开发区，侧重于在无人船、云计算、大数据、区块链等新一轮技术革命在航
运业中的应用，使我国航运领域技术创新走在世界先列。

3）广州—南方国际航运中心

未来广州港应增强对内陆腹地辐射能力，提高国际业务和国内中转能力，实现对“一带一路”沿线及新兴市场
区域深度覆盖，打造以广州港为龙头的国际航运枢纽。建设国际邮轮母港，发展航运总部经济和航运服务集聚
区，引领区域经济产业发展。把广州港建设成为港城融合（特别是在南沙）、要素集聚、智慧高效、绿色安全
、集疏运体系发达的腹地型国际航运中心。

2、三大航运城市的功能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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