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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港澳大湾区物流业联动发展路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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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城建职业学院，广东 广州 510000）

摘要：推动粤港澳大湾区物流业联动发展是转变该区域物流

发展方式、转型升级的关键突破口，为大湾区经济持续发展提供

重要支撑。国家政策大力支持发展湾区物流、湾区经济助力物流

发展等方面给大湾区物流业带来新的机遇。但是，目前还存在粤

港澳三地管理机制存在差异、物流企业间协作性差、物流信息共

享程度低等问题，阻碍了大湾区物流联动发展的进程。针对现存

问题，从完善政策和法律法规、加快部署合作共赢战略和充分利

用现代物流信息技术等方面提出具体的解决措施，以进一步推动

粤港澳大湾区物流业联动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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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粤港澳大湾区物流业发展机遇

（一）湾区物流基础扎实

粤港澳大湾区具有全球最大的海港群，其中国际性大港口有

3 个。此外，大湾区还拥有 4 个国际机场。根据政府规划，珠海金湾、

佛山高明、惠州平潭这三大机场将重点打造成骨干机场。目前，

大湾区内的多个机场都在扩容改造建设，力争建成世界级机场群。

粤港澳大湾区机场货运及航空邮件量和港口货柜吞吐量远远领先

于其他三大湾区（见表 1），物流产业基础扎实、经营规模大。

此外，广东省内的高速公路通车总里程连续多年位居全国第一。

连接广东和香港有广九铁路，粤港澳大桥的建成把粤港澳三地紧

密连接起来。大湾区内交通网络正在加快形成，促进区域内物流

互联互通。

（二）国家政策大力支持

国家相关政策正大力推动物流发展先行，促进粤港澳大湾区

物流融合，以实现物流联动发展带动产业联动发展，最终促进大

湾区经济健康增长。2017 年，国家发改委与粤港澳三地政府签订

了《深化粤港澳合作推进大湾区建设框架协议》，其中重点提出

推进物流基础设施互联互通。2019 年，指导大湾区发展的纲领性

文件《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由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发布，

为大湾区合作发展走向定调。《纲要》强调了物流基础设施建设

的重要地位，一方面提出推进粤港澳间的物流合作，另一方面提

出推进物流发展和投资便利化。

（三）湾区经济助力物流发展

物流业作为第三产业，其发展依赖于当地经济的发展水平。

粤港澳大湾区经济发展规模大，生产和贸易繁荣，促使货物和商

品的流通规模扩大，为物流业的发展提供良好的经济条件，该区

域物流的发展空间巨大。粤港澳大湾区经济发展处于全国领先水

平，2020 年大湾区生产总值超过 16 万亿元，约占全国 GDP 生产

总值的 1/7，为大湾区物流发展奠定较好的经济基础。此外，与国

外三大湾区比较（见表 1），粤港澳大湾区本地生产总值远远超

过旧金山湾区，逼近纽约大都会和京东湾区的本地生产总值水平。

粤港澳大湾区土地面积最大，人口总数最多，为区域经济增长提

供土地和劳动力的保障。经济是物流存在和发展的前提条件，粤

港澳大湾区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决定了该区域物流的发展有较为

显著的优势。

表 1　2020 年世界主要湾区经济指标

粤港澳大湾区 旧金山湾区 纽约大都会区 东京湾区

土地面积（平方公里） 56，098 17，887 21，479 36，898

人口 （万） 8，617 774 1，922 4，434

本地生产总值（亿美元） 16，792.6 9，950.8 18，611.5 19，916.4

机场货运及航空邮件量 （万公吨） 765.9 106.2 177.5 272.4

港口货柜吞吐量 （万标箱） 8，163 246.1 758.6 835.8

数据来源：香港贸易发展局汇总，https：//research.hktdc.com/sc/article/MzYzMDE5NzQ5

二、粤港澳大湾区物流业联动发展面临的问题

大湾区战略的实质是实现粤港澳三地经济一体化，其中物流

联动是经济一体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物流联动是物流产业发展的

高级和成熟阶段，旨在减少或者消除货物在流通过程中的壁垒，

促使大湾区各物流节点协调运作，以最终实现物流的系统化全局

最优，达到降低成本、提高物流服务水平、增强竞争优势的目的。

但是，现阶段大湾区物流业联动发展面临以下问题。

（一）粤港澳三地管理机制存在差异

粤港澳大湾区战略的初衷，主要是为了构建规则融通的区域

协调合作发展机制，为大湾区市场经济发展注入新的动力。但是，

目前粤港澳三地的管理机制仍存在较大差异，导致了大湾区物流

联动发展进程缓慢。区别于国内范围内的物流，粤港澳大湾区涵

盖三地，国际物流业务众多，涉及的业务环节更加复杂。除了传

统的仓储、运输、配送，还涉及通关、检验检疫等，因为管理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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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的不统一造成任何一个环节不协调都将会降低大湾区物流联动

运作的效果和效率。管理机制的差异性会很大程度影响到大湾区

物流更进一步联动协调发展。

（二）物流企业间协作性差

物流企业间协调运作是粤港澳大湾区物流联动发展的必要条

件。港澳地区的物流企业掌握国际市场运行规则，具有较为广阔

的国际化视野、国际物流运作经验和基础，能够精准把握国际物

流市场的发展动态，广东的物流企业则具有腹地货源的优势。但

是大湾区三地物流企业间存在较强的竞争关系，彼此间的协作水

平并不高，不能达成统一的合作共识，导致物流资源不能有效地

被共享和充分整合利用。例如，大湾区港口空间布局不合理，港

口间距离较近，港口密度大，港口辐射的经济腹地大量重叠，导

致港口间的竞争非常激烈。此外，众多港口各自为政现象明显，

不能做到统筹规划，港口间的功能趋同，同质化竞争现象严重，

导致港口资源的闲置和浪费。大湾区物流企业间不能够联动发展，

缺乏协作共进和错位发展意识，无法形成合力共赢格局，导致大

湾区整体物流业运营效率较低，成本居高不下，不利于大湾区物

流业持续健康发展。

（三）物流信息共享程度低

随着大湾区物流业不断地发展，物流信息共享对促进大湾区

联动发展起着关键性作用。但是粤港澳三地尚未建立完善可靠的

物流信息共享平台，也没有建立健全的信息共享机制，物流信息

共享程度不足，难以满足物流业高效联动发展的需求。广东有众

多中小型物流公司，大量的物流信息复杂且分散，不能对信息资

源实现有效整合和充分利用。同时，澳门的物流信息平台建设较

为落后，跟不上大湾区物流业联动发展的步伐。虽然香港地区的

物流信息系统建设最为成熟和高效，但是没有实现与广东和澳门

地区的物流信息系统无缝对接，更多的是形成一个个信息孤岛，

无法实现物流信息完全互联互通。即使现在市场上有不少企业构

建公共物流信息平台，但是平台上用户发布信息的可信度和有效

性较低，也做不到把各物流企业的信息系统完全对接到公共信息

平台上。信息作为一种重要的资源应该被充分共享和利用，提高

物流运作效率，降低物流成本，以促进大湾区物流业联动发展。

三、粤港澳大湾区物流业联动发展对策

（一）完善政策和法律法规

针对粤港澳大湾区管理机制障碍导致物流业难以高效联动运

作的困境，应通过发布相关的引导性政策，加强三地间的协调，

打破行政壁垒，以促使物流要素的自由流动以及实现粤港澳大湾

区物流业融合发展。深化“放管服”改革，以减少由于三地管理

机制的差异给物流业所带来的不利影响，实现大湾区物流一体化。

在加强市场监督的基础上，全面建成公平竞争、自由开放的物流

市场体系，以实现与香港和澳门的市场体系相融合和接轨。最后，

根据大湾区物流业的整体发展现状，三地应共同修订和完善相关

的法律协议。保证物流法律法规与时俱进，为大湾区物流业的发

展奠定法律基础。

（二）加快部署合作共赢战略

根据粤港澳三地各自的优势，做到统筹规划设计，从全局来

部署物流基础设施的建设，完善大湾区物流企业错位发展机制，

实现优势互补、扬长避短、无缝衔接、高效运作，积极推动物流

业联动发展和融合。大湾区有丰富的港口资源，拥有深圳港、广

州港和香港港等世界级港口。各港口需要发挥各自的优势，实现

错位发展。着重巩固和提升香港的国际航运中心优势，香港港重

心在于国际货物的中转以及高端国际航运服务。深圳港应当加强

外贸航运的优势，广州港则应倾向于服务内贸运输。逐步形成互

利共赢的港口航运体系，提高大湾区港口群的国际竞争能力。此外，

应进一步加快完善大湾区互联互通的交通物流网络体系，优化航

空机场、铁路干线、高速公路、码头航道的布局和建设，最终形

成联通内外的国际性综合交通物流枢纽。最后，大湾区内的物流

企业应共同组建物流联盟，确立长期的发展目标，梳理和整合物

流业务的各个运作环节，彼此分工合作、协调共进，形成物流业

一体化联动运作格局。

（三）充分利用现代物流信息技术

实现物流信息化是粤港澳大湾区物流联动发展的必由之路。

随着信息技术的爆炸式涌现，大湾区应当抓住“互联网 +”的新契机，

认真贯彻落实《交通运输部关于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物流

业“降本增效”若干意见》的关键要点，推动大湾区物流业往信

息化方向发展。政府、物流行业协会或者物流龙头企业牵头，以

大数据、5G 技术、云计算、物联网等信息技术为支撑，打造大型

可靠的综合性物流信息共享平台，平台无缝对接到各大中小物流

企业的信息系统当中，充分发挥该平台的信息收集、处理、储存、

传递和共享等功能，为企业间形成物流联盟提供基础条件，进而

优化配置物流资源，促使大湾区“小、散、乱”的物流市场往集

成化、精细化方向转型升级。目前，国际综合交通枢纽是粤港澳

大湾区重要的功能之一，发展多式联运、实现多种运输方式无缝

衔接、构建一体化的物流服务体系，是大湾区物流业发展的关键

任务。而物流信息共享平台是构建大湾区综合运输体系的重点所

在，能够把水路、航空、铁路、公路等四大运输方式的信息收集

并实现开放共享，以实现不同运输方式之间的合作协调与共同发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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