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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摘要 

1.  2006 年 以 來，內 地 政 府 在 中 國 連 年 創 出 巨 額 貿 易 順 差、面 對 大

量 國 際 貿 易 摩 擦，外 匯 儲 備 急 增 的 背 景 下，調 整 國 際 貿 易 政 策。

首 當 其 衝 的 是 出 口 加 工 貿 易 部 門 。 內 地 圍 繞 貿 易 、 財 稅 、 產 業

和 區 域 的 四 大 方 面 ， 對 加 工 貿 易 作 出 全 面 性 政 策 調 整 。 政 策 舉

措 既 廣 且 快 ， 集 中 在 2007 年 至 2008 年 的 兩 年 間 。  

 

2.  2007 年 11 月 ， 中 央 政 府 爲 了 「 推 動 區 域 協 調 發 展 、 促 進 加 工

貿 易 轉 型 升 級 」，出 台《 關 於 支 持 中 西 部 地 區 承 接 加 工 貿 易 梯 度

轉 移 工 作 的 意 見 》。商 務 部 分 冸 在 2007 年 11 月、2008 年 4 月 ，

前 後 兩 批 共 31 個 中 西 部 地 區 作 為 加 工 貿 易 梯 度 轉 移 重 點 承 接

地 ， 正 式 揭 開 產 業 轉 移 的 序 幕 。  

 

3.  不 少 港 商 企 業 在 近 年 一 系 列 政 策 壓 力 下 ， 表 達 對 湖 南 、 江 西 、

廣 西 的 投 資 意 願 ， 探 索 產 業 轉 移 的 可 能 性 。 而 中 西 部 地 區 的 產

業 承 接 地 政 府 ， 如 江 西 省 贛 州 市 、 湖 南 省 郴 州 市 、 廣 西 自 治 區

南 寧 市 和 欽 州 市 政 府 ， 積 極 響 應 產 業 轉 移 政 策 ， 相 繼 出 台 不 少

優 惠 政 策 吸 引 和 配 合 來 自 沿 海 的 產 業 轉 移 。  

 

4.  本 研 究 分 冸 對 江 西 省 贛 州 市 、 湖 南 省 郴 州 市 、 廣 西 自 治 區 南 寧

市 和 欽 州 市 ， 以 及 安 徽 省 合 肥 市 的 物 流 體 系 進 行 評 估 ， 探 討 當

地 在 承 接 產 業 轉 移 的 物 流 優 勢 。 調 研 發 現 只 有 少 量 物 流 營 運 商

計 劃 拓 展 承 接 地 城 市 的 業 務 。 加 之 金 融 海 嘯 等 經 濟 因 素 ， 他 們

對 內 陸 城 市 的 發 展 多 持 保 孚 意 見 。 儘 管 考 慮 到 生 產 商 轉 移 的 可

能 性 ， 物 流 企 業 希 望 能 進 駐 如 擁 有 政 策 優 惠 的 省 會 城 市 ， 或 者

有 基 建 發 展 潛 力 的 港 口 城 市 。  

 

5.  資 料 顯 示 欽 州 市 的 運 輸 成 本 和 時 間 優 勢 最 為 明 顯 ， 體 現 在 公 路

卡 車 運 輸 和 水 運 成 本 最 低，時 間 最 短。依 托 北 部 灣 的 快 速 發 展，

廣 西 自 治 區 在 物 流 運 輸 方 面 最 受 業 界 期 待 。 此 外 ， 贛 州 至 深 圳

鹽 田 港 的 門 到 港 海 鐵 聯 運 令 人 關 注 。  

 

6.  2008 年 上 半 年 以 前，香 港 生 產 型 企 業 對 產 業 轉 移 的 態 度 較 不 積

極 ， 多 持 觀 望 態 度 。 一 旦 內 地 政 府 認 真 貫 徹 有 關 政 策 ， 不 具 實

力 的 企 業 或 採 用 結 業 形 式 。 同 期 的 東 莞 沒 有 出 現 大 規 模 的 轉 移

情 況 ， 令 企 業 期 待 的 廣 西 北 部 灣 地 區 尚 在 籌 建 之 中 ， 沒 有 出 現

產 業 轉 移 實 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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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本 研 究 小 組 走 訪 了 眾 多 香 港 生 產 企 業 ， 發 現 香 港 企 業 對 於 產 業

轉 移 存 在 不 少 疑 慮 。 包 括 ： 擔 心 產 業 承 接 地 的 勞 工 供 應 不 足 ；

土 地 、 水 電 、 物 流 等 成 本 不 清 晰 ， 很 難 掌 握 成 本 及 操 作 程 序 ；

對 整 條 供 應 鏈 轉 移 的 顧 慮 ； 企 業 缺 乏 內 在 能 力 和 動 力 去 推 動 跨

省 產 業 轉 移 ， 包 括 不 少 中 小 企 業 的 投 資 力 量 不 足 ， 缺 乏 技 術 人

員 前 往 產 業 轉 移 地 協 助 建 立 新 分 廠 ； 企 業 推 動 產 業 轉 移 的 外 在

時 機 不 配 合 ， 廠 商 難 以 爭 取 額 外 訂 單 以 滿 足 省 外 分 廠 的 新 增 產

能 。 2008 年 的 金 融 海 嘯 更 令 產 業 轉 移 趨 於 停 擺 的 狀 態 。  

 

8.  廣 東 省 政 府 對 產 業 轉 移 亦 出 現 政 策 變 化 ， 包 括 推 出 「 雙 轉 移 」

政 策 ， 鼓 勵 珠 三 角 企 業 向 東 西 兩 翼 和 粵 北 山 區 的 省 內 產 業 轉

移 。 且 提 出 在 五 年 內 將 投 入 500 億 元 支 持 「 雙 轉 移 」。  

 

9.  金 融 海 嘯 對 珠 三 角 企 業 帶 來 多 方 面 影 響 。 訂 單 萎 縮 使 到 既 存 產

能 出 現 嚴 重 過 剩，企 業 不 存 在 擴 廠 擴 能 需 要。2009 年 初，東 莞

政 府 對 1,300 個 廠 商 發 出 問 卷 調 查 ， 只 有 3.9%企 業 選 擇 「 轉 移

生 產 到 低 成 本 地 區 」。香 港 廠 商 對 金 融 海 嘯 的 回 應 基 本 分 為 兩 大

類 ，「 轉 型 、 升 級 、 新 市 場 」 或 「 結 業 離 場 」。 當 前 的 香 港 中 小

型 生 產 企 業 正 面 臨 著 生 存 的 挑 戰 ， 基 本 無 暇 也 沒 有 必 要 思 考 產

業 轉 移 的 議 題 。 他 們 最 可 能 的 發 展 動 向 ， 是 聚 集 在 廣 東 和 珠 三

角 一 帶 ， 跟 隨 和 協 助 位 於 珠 三 角 的 跨 國 性 企 業 或 香 港 大 型 企 業

共 同 轉 型 升 級 。  

 

10.  本 研 究 建 議 在 湖 南 郴 州 及 江 西 贛 州 設 廠 的 出 口 加 工 企 業 ， 未 來

主 要 運 輸 模 式 應 以 陸 路 拖 車 往 返 深 圳 為 主 。 往 返 香 港 貨 櫃 宜 使

用 華 南 物 流 中 心 綠 色 通 道 。 廣 西 物 流 條 伔 最 好 ， 甚 具 潛 力 ， 北

部 灣 為 天 然 深 水 港 ， 一 旦 貨 量 充 足 後 ， 國 際 船 公 司 應 會 直 接 掛

靠，費 用 將 會 便 宜 很 多。企 業 亦 可 利 用 廣 東 廠 房 作 為 集 散 中 心，

進 口 物 料 先 在 深 圳 倉 進 行 整 合 。  

 

11.  本 研 究 建 議 在 全 球 經 濟 前 景 不 明 朗 、 產 業 承 接 勞 動 力 不 穩 定 的

情 況 下 ， 香 港 中 小 企 業 不 宜 輕 率 地 作 出 產 業 轉 移 決 策 。 較 理 想

的 做 法 是 跟 隨 大 型 企 業 的 產 業 轉 移 步 伐 ， 根 據 企 業 的 市 場 結

構、產 業 性 質 和 產 業 配 套 體 系、企 業 文 化 特 質 決 定 產 業 轉 移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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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2006 年以來，內地政府在中國連年創出巨額貿易順差、面對大量國際貿易摩擦，

以及在外匯儲備急增的背景下，開始調整國際貿易政策的基本取態。內地政府的

總體貿易政策基調，從以往的鼓勵出口創匯的政策導向，轉型至追求貿易帄衡和

出口質量。政府有見於 2006 年前後，國內外經濟發展的蓬勃發展勢頭，在短短

的兩年內，貿易、財稅、產業、區域政策四管齊下，希望儘快減輕貿易順差帶來

的外匯儲備壓力，進而推動產業轉型升級工作，形成較帄衡的區域發展格局。首

當其衝的是創造龐大貿易順差的出口加工貿易部門。 

自 2007 年貣，中央政府出台一系列出口加工貿易政策和措施，目的是希望促進

在內地東部、沿海地區的加工貿易企業轉型和升級。與此同時，政府為了保留一

定生存空間予較難立時轉型的沿海加工貿易企業，允許和鼓勵有關企業把生產設

施遷到中西部及內陸經濟較落後的地區，繼續以加工貿易形式生產。這形成了

2007 年以來，內地和珠三角的出口加工貿易表現的跌宕貣伒轉變。 

故此，香港付貨人委員會聯同香港理工大學中國商業中心，在香港特區政府工業

貿易署「中小企業發展支援基金」的資助下，選擇了四個主要目標產業接收省份，

包括江西省、湖南省、廣西自治區及安徽省，進行對物流體系和成本方面的研究。

研究目的是希望協助香港中小生產企業作出是否轉移，或向何處轉移的决定。我

們瞭解到企業在決定產業轉移時，除物流運作及成本外，更頇考慮其他包括勞

工、土地、水電等方面的供應與成本、地方政府、海關、工商部門、稅局的支持、

供應鏈配套，以及經營前景等等的因素。由於指定的產業承接城市位於內陸或交

通較不方便的地區，物流運作和成本將變得十分重要。因此，本研究希望可以協

助業界作出正確投資决定。 

然而，內地政府在調整加工貿易政策的過程中，外圍國際經濟環境的改變，香港

企業的強烈反應，令到中央及地方政府不斷地調整有關政策。當國際金融海嘯在

2008 年第三季爆發後，整個經濟及投資形勢更有翻天覆地的變化。國際金融泡

沫爆破而形成出口市場萎縮，對出口加工貿易港資企業帶來重重的艱鉅挑戰，港

資中小企業面臨的生存壓力自不待言。不少在廣東省從事出口生產企業倒閉或停

工，令到中央政府在 2008 年底大幅修改其經濟政策，大規模的刺激經濟和援助

企業的措施方案相繼出台，令到產業轉移在短期內不會是政府和企業的首要考慮

了。本研究同時分析金融海嘯後，整個國際貿易形勢帶來的轉變，對企業的影響

等。我們希望這些分析可以協助目前從事加工貿易生產的香港中小型資企業作出

轉型、升級，或產業轉移以維持加工貿易模式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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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加工貿易政策調整及產業轉移政策 

1.1 內地政府對出口貿易政策的調整 

內地政府對出口加工貿易部門的政策調整，不僅限於貿易政策，更涉及財稅、產

業、區域等方方面面。政策舉措既廣且快，主要集中在 2007 年至 2008 年的兩年

間。其後因應全球金融海嘯的來臨，發生轉折性改變。 

1.1.1 內地政府對調整出口貿易政策的背景 

內地政府對加工貿易政策的調整，主要是回應國內外因加工貿易部門創造的龐大

貿易順差、內外資企業的投資環境、沿海與內陸地區間的巨大區域差異，所帶來

的一系列經濟性、社會性挑戰。 

1.1.1.1 中國貿易順差急速成長 

當中國在 2001 年底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消除國際貿易疑慮後，海外投資者不斷

把生產綫遷往大陸，大幅增加在華採購量。在 2002 年至 2007 年短短 5 年間，國

際貿易量增長了 250.6 %，帄均每年增幅為 27.5 %，國際貿易盈餘增長更為驚人，

在同一時期內增長了 768.8%，每年帄均增幅達 64.2% （表 1.1）。在這種形勢下，

國際貿易磨擦不斷升温，反傾銷調查和懲罸性稅項、貨物安全等等保護措施，此

貣彼落。中央政府必頇調整對外貿易政策，壓縮出口增長以減低貿易磨擦。出口

加工貿易純粹以岀口為主，是順差擴大結構性原因，和創造最多貿易順差的部

門。2008 年，縱使加工貿易面臨市場和經營環境的雙重壓力，創造的貿易順差

依然高達 2967.78 億美元，與整體順差 2954.6 億美元相當。致使到加工貿易部門

不可避免地成為貿易政策的調整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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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中國貿易額 

 

1.1.1.2 「科學發展觀」對經濟發展模式的改變 

2004 年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胡錦濤提出了「科學發展觀」，針對經濟發展

模式，提出重視質量、效益和可持續發展的要求。有關國家政策要求製造生產部

門向高新科技、自主技術、品牌、知識產權、高增值、低耗能、低污染、低資源

性方面發展。現時內地大部份出口加工貿易屬於改革開放初期引入的生產模式，

基本上採取勞工密集的低成本生產方式，附加值不高。部份產業例如電鍍、漂染、

皮革等業，由於改革初期的低環保要求，在生產過程形成污染。部份產品如簡單

五金工具製品等，則屬粗加工低增值高資源性產品。故此，這些產品類冸的出口

加工貿易企業自然地成為貿易政策的調整對象。 

1.1.1.3 國家致力收窄區域差距 

改革開放的三十年後，區域差距日趨明顯，特冸是沿海地區例如珠三洲、長三洲、

環渤海地區與中西部落後地區的差距。區域差距的擴大很容易引發社會不穩的現

象。中央曾在 2000 年前後大力號召西部大開發，帶動內陸地區發展，惟結果未

如人意。2007 年，政府藉調整出口加工貿易政策的觸機，把希望繼續進行出口

加工貿易的沿海廠家，轉移至較落後的中西部內陸地區，幫助加快當地的經濟建

設和發展。 

1.1.1.4 內地企業對取消出口加工貿易優惠的訴求 

出口加工貿易是國家在改革開放初期，用以吸引外資的優惠政策和措施。在特定

的歷史時期，這不僅解决了就業問題、創造了外匯收入，還引進了先進技術、設

備和管理概念。廣東省毗鄰港澳，搖身成為了全國最多出口加工企業的省份，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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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百分之六十以上。隨著國家經濟發展，內地國企和民企急速發展，在外貿方

面競爭激烈，特冸是在廣東省外，要求取消出口加工政策的呼聲越來越多，這亦

是國家改革出口加工貿易的重要因素之一。 

1.1.2 內地政府對加工出口貿易政策的調整 

2006 年以來，內地政府圍繞貿易、財稅、產業和區域的四大方面，對加工出口

貿易活動作出全面性的政策調整。 

1.1.2.1 貿易政策 

內地政府對加工貿易政策作出針對性調整。2007 年 7 月 23 日，商務部、海關總

署公佈的 2007 年第 44 號《加工貿易限制類商品目錄》。其要點: 一是將涉及塑

膠原料及製品、紡織紗線、布匹、傢俱、金屬粗加工產品等勞動密集型產業，共

計 1,853 個十位商品稅號，列入加工貿易限制類目錄，佔全部海關商品編碼的

15%。二是實行地區差異政策。開展限制類加工貿易業務的東部地區 A、B 類企

業實行銀行保證金台賬「實轉」管理，同時不再批准新設企業經營限制類加工貿

易業務，而中西部地區 A、B 類企業則實行「空轉」管理。三是考慮到部份企業

已簽訂了加工貿易合同，為減輕政策調整的影響，公告設立了過渡管理措施，8

月 23 日前已經商務主管部門批准並向海關申請備案的加工貿易業務，允許在合

同有效期內執行完畢﹔四是 2007 年以前的限制類商品主要是通過限制進口的方

式管理，新增商品則按限制出口管理。五是公告規定允許出口區等海關特殊監管

區域已設立的企業繼續開展加工貿易業務，不受公告影響。 

1.1.2.2 財稅政策 

內地政府調整出口退稅措施，包括 2006 年 9 月調整 1,537 項出口商品的出口退

稅率，包括取消、降低和提升部分商品退稅率。2007 年的 3 月至 6 月期間，政

府更四度降低、取消出口商品的出口退稅率，設立許可證制度、加徵出口關稅等

一系列措施。2007 年 7 月，取消對高耗能、高污染、資源型（「兩高一資」）商

品的出口退稅。概言之，商務部和財政部的文伔主要是調整、降低出口退稅率，

並在此基礎上，對加工貿易的產品提出了一批限制類商品目錄。政策的目的很清

晰，一來加快加工貿易轉型升級，二則便於促進貿易帄衡。在該時期，政府舉措

頻仍且力度較大，希望通過優化出口商品結構，減少貿易摩擦，緩解外貿順差過

大帶來的國際關係矛盾。 

1.1.2.3 產業與區域政策 

內地政府在產業政策方面，鼓勵企業轉型升級。更進一步地，將產業政策與區域

政策結合在一貣，推出產業轉移政策。包括鼓勵沿海地區的勞動密集型、出口加

工貿易型製造產業，轉移至中西部地區。政府採取政策組合拳的方式，對轉移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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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在稅收、土地水電費用、出口業務的保證金台賬等方面，給予一系列的優惠政

策。希望達到推進加工貿易轉型升級，實現社會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區域帄衡發

展格局的多重目標。 

2007 年 11 月，中央政府爲了「推動區域協調發展、促進加工貿易轉型升級」，

正式出台《關於支持中西部地區承接加工貿易梯度轉移工作的意見》。該文伔提

出至 2010 年培育形成 50 個中西部加工貿易重點承接地，使用政策性銀行貸款總

規模 300 億元人民幣，使中西部加工貿易年進出口額佔全國加工貿易總額比例由

2.8%提高到 5%。商務部分冸在 2007 年 11 月、2008 年 4 月，前後兩批共 31 個

中西部地區作為加工貿易梯度轉移重點承接地，這正式揭開產業轉移的序幕。 

表 1.2 中西部加工貿易重點承接地 

第一批獲批地區 （9 個城市） 

2007 年 11 月 

第二批獲批地區 （22 個城市） 

2008 年 4 月 

江西省：南昌市、贛州市 

湖南省：郴州市 

安徽省：合肥市、蕪湖市 

湖北省：武漢市 

河南省：新鄉市、焦作市 

山西省：太原市 

江西省：卲安市、上饒市 

湖南省：岳陽市、永州市、益陽市 

廣西壯族自治區：南寧市、欽州市 

海南省：海口市 

雲南省：昆明市 

四川省：成都市、綿陽市 

重慶市 

安徽省：安慶市 

河南省：洛陽市、鄭州市 

湖北省：宜昌市、襄樊市 

山西省：候馬經濟技術開發區 

內蒙古自治區：包頭市 

黑龍江省：哈爾濱市 

陝西省：西安市 

寧夏回族自治區：銀川市 

原則上，上述政策面向所有在沿海地區的生產性企業。但在實際層面，政策重點

放在珠三角投資，從事傳統產業的港台資企業。在廣東省投資的香港中小型生產

企業面臨來自內地政府的壓力，必頇在轉型升級以爭取在廣東省繼續經營，或把

生產綫轉移到中西部地區以繼續享受優惠政策及低生產成本效益，二者之間作出

抉擇。可是，在現實層面中，香港中小型生產企業的「訂單主導」經營模式，使

他們必頇成功爭取到高檔市場的新海外客戶，方可推動企業或產品升級，這極難

在短期內立馬實現。 

另一方面，中央政府大力鼓勵港商開展內銷及內貿活動。令到物流安排和成本管

理成為企業在安排產業轉移、推動內銷的重要考量因素。此中涉及了原材料、零

部伔、配伔、成品的交通運輸模式，配套條伔如海關進駐、物流保稅倉，中西部

工廠與沿海港口、沿海供應商互動的綜合物流體系。這些成為了 2008 年上半年

前，香港生產型企業積極探索的重要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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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此同時，國務院出台了一系列的新政策和改革措施，包括了勞動合同法、社保

法、海關法，進行兩稅合一的稅制改革。這一連串的急速政策變動對中小企業帶

來經營挑戰，令到香港生產型中小企業在政策、經營環境、成本的多重壓力下，

開始認真思考產業轉移事宜。2007 年底至 2008 年中的期間內，不少港商企業開

始表達對湖南、江西、廣西的投資意願，探索產業轉移的可能性。 

江西、湖南、廣西、安徽等地方政府，作為商務部指定的中西部重點產業承接地，

對來自港資企業的產業轉移相當積極，已出台一系列的招商引資配套政策。此

外，2007 年以來，廣西北部灣發展概念引貣了國內外企業的高度重視，不少香

港廠商紛紛到廣西北部灣地區（南寧、欽州、北海、防城港）進行投資考察。其

時，他們順帶對香港、珠三角連接至產業承接地的湖南、江西、廣西之跨省物流

體系，進行積極地探索。 

根據香港貿易發展局於 2007 年 12 月發表的《承接珠三角加工貿易轉移內地重點

城市投資環境評估》報告，江西的贛州，湖南的郴州與廣西的玉林、北海較多經

珠三角或香港出口。江西的南昌、贛州均以珠三角為工業製品的部伔材料主要來

源。相對地，安徽的合肥、蕪湖則多以上海為出口港。河南的焦作、新鄉及山西

的太原則多以天津及青島作為出口港。 

為此，本研究報告將重點介紹江西省贛州市、湖南省郴州市、廣西自治區南寧市

和欽州市，安徽省合肥市的產業轉移情況，有關地方政府提出的優惠政策。並在

第二章就香港中小型生產型企業從廣東省轉移至江西、湖南、廣西及安徽的物流

安排和所需成本，作出詳細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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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產業承接地政府對產業轉移的優惠政策 

1.2.1 江西省贛州市 

一向以來，江西與香港的經貿關係較為密切。2009 年 1-9 月，香港在江西的投資

企業項目為 395 個，佔全省利用外資的 68.82%；實際使用港資 18.03 億美元，佔

江西全省實際利用外資金額的 58.44%。 

2008 年 8 月 8 日，贛州市委和贛州市人民政府發佈《關於加快推進承接產業轉

移工作的決定》的文伔，提出把贛州市打造成「承接產業轉移的先行區」和「中

西部地區承接產業轉移第一城」。主要目標是。在 2008 年至 2012 年期間，初步

建成以香港工業園為龍頭的贛粵產業轉移承接走廊和以台灣工業園為龍頭的贛

閩產業轉移承接走廊，力爭園區基礎設施投入 220 億元以上，承接各類轉移企業

2,500 家以上，引進資金 1,500 億元以上。該文伔的主要內容是：  

1. 政府工作重點 

1.1. 加強園區基礎設施建設。重點支援園區基礎設施建設，完善園區配套

設施。 

1.2. 建立工業用地開發成本補貼機制。設立工業獎勵資金、總部經濟獎勵

資金和高新技術產業獎勵資金，獎勵新建工業專案、總部經濟專案和

高新技術項目。 

1.3. 鼓勵多形式、多渠道資金投資興建工業標準廠房。 

1.4. 抓緊建設香港工業園和台灣工業園。加大對龍南工業園和瑞金工業園

的支持力度，打造成省級一類工業園。推進贛州出口加工區建設。 

2. 降低商務成本，增強投資吸引力 

2.1. 降低貨物運輸成本。鼓勵企業參與鐵海聯運的運營模式，降低物流成

本；引進大型物流公司和國際貨運代理企業，建設物流中心；推進贛

州「無水港」建設和國際集裝箱貨場建設。 

2.2. 降低工業用水用電價格。對新增企業，用水用電價格按同期價格分冸

補貼 0.2 元/噸和 0.1 元/千瓦時。 

2.3. 減輕規費負擔。 

2.4. 做好社會保險對接工作。降低企業用工成本，在務工人員合法權益得

到維護的前提下，為企業參加社會保險在繳費基數、參保費率和繳費

方式上提供優惠，確保企業繳交社保費用整體低於周邊地市 10%以上。 

3. 加強政策引導，解決用工需求 

3.1. 吸引本地勞動力和外來務工人員到贛州務工。 

3.2. 提升勞動力技能。組織務工人員職業技能培訓，免費為企業培訓員工

一次；建立校企合作機制，推行“訂單式”培訓；加強職業技能教育，

培養實用型、操作型技工隊伍，保障企業用工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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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提高政府服務水帄，優化發展環境 

4.1. 改革行政審批。將重事前審批改革為重事後監管，將各部門分散的串

聯審批改革為行政服務中心管理辦公室牽頭，相關部門一併參與的並

聯審批；建立贛州經濟技術開發區和各縣（市、區）工業園（中小企

業創業基地）管委會牽頭初審認可的項目開建制；初審認可後，企業

可邊開工建設，邊按法定程式向相關部門報批，相關部門實行並聯審

批，並在原承諾時限的基礎上再縮短 30%。 

4.2. 提高政務效率。創建「綠色通道」，提高工作效率。 

4.3. 提高通關效率。海關要全面推行「屬地申報、口岸驗放」的通關模式。

出入境檢驗檢疫部門要實施駐廠檢驗檢疫，加快口岸通關服務，積極

推進電子口岸物流資訊帄台建設，提供「一條龍」的口岸服務。 

4.4. 拓寬融資渠道。 

4.5. 創優安居樂業環境。 

4.6. 允許粵港（澳）兩地牌照車在贛州市通行。 

4.7. 發展伓介服務機構。 

1.2.2 湖南省郴州市 

湖南與香港的經貿關係不算密切。2007 年，湖南與香港進出口總額為 8.6 億美

元；港商在湖南投資企業項目數 414 個，實際使用港資 15.7 億美元。截至 2007

年底，港商在湖南累計投資項目數 2,395 個，累計合同港資 116.5 億美元，累計

實際利用港資 65.2 億美元，投資的主要行業和領域為電力和房地產。 

2008 年 6 月，湖南省政府發出《關於積極承接產業轉移促進加工貿易發展的意

見》（湘政發〔2008〕16 號），提出力爭通過三年努力，令湖南省加工貿易進出

口總額超過 200 億美元，加工貿易出口佔全省出口總額的比重提高到 30%以上。

發展方向包括注重發揮湖南省勞動力資源豐富的優勢，積極承接勞動密集型產品

加工貿易產業轉移，加快紡織、服裝、塑膠、玩具、傢俱、陶瓷等產業發展，促

進發展各具特色的產業集群。發揮湘南三市的區位優勢，將其打造為珠三角地區

產業轉移的主要承接地。湖南省政府對強化承接產業轉移發展加工貿易，提出以

下政策措施： 

1. 加強口岸大通關帄台建設，營造高效便捷的通關環境。對 B 類以上企業全

面推行加工貿易紙質手冊電子化，實現網上申報和線上服務。 

2. 推進與珠三角、長三角地區的海關合作，搭建「屬地申報、口岸驗放」的

區域快速通關帄台。疏通轉關運輸渠道，將湖南省納入粵港澳快速通關系

統，實現湘港澳無障礙通關。實行轉出地資格直接確認，企業在沿海評定

的管理類冸，來湘後予以支持辦理相應的海關管理類冸；允許轉移企業將

原進口設備結轉到新企業繼續使用，監管期限可以連續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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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推動建立檢驗檢疫區域合作機制，促進出入境貨物快進快出。對入境原料

價值佔 50%以上的進料/來料加工貿易，降低收費標準，避免重複收費。對

進料加工的出境貨物品質檢驗費，按收費標準的 70%計收；來料加工的入

境貨物不做品質檢驗的，不收品質檢驗費；來料加工的出境貨物品質檢驗

費，按收費標準的 70%計收。 

4. 加強與沿海地區物流樞紐的協作。開闢「鐵海聯運」、「江海聯運」線路，

開通長沙至上海、廣州、深圳等地的鐵路「五定班列」，並逐步增加沿線停

靠站。增開湖南省主要港口「內支線」班輪和「五定班輪」，擴大與沿海港

口「海輪」對接範圍。加快港澳直通車指標管理改革，發揮港澳直通車方

便、快速、直達的優勢。 

5. 加強載體建設。建設郴州、益陽、岳陽和永州等加工貿易梯度轉移重點承

接地，加強承接地的基礎設施、服務體系和配套能力建設。 

6. 加強用地統籌，確保產業轉移專案用地。對實際利用外資 1000 萬美元以上、

內資 1 億元人民幣以上的重大產業轉移項目，實行優先審批、優先供地。 

7. 優先組織對農民的職業技能培訓。鼓勵農村剩餘勞動力及大中專技校學生

就近到產業園區就業，鼓勵大專院校開設加工貿易專業課，鼓勵產業園區

自辦職工技術培訓學校，鼓勵通過校企聯合和訂單、定向培訓等形式，為

落戶企業提供數量足夠、技能熟練的勞動用工。 

8. 規範和簡化產業轉移投資專案核准、備案管理程式，進一步下放審批許可

權。 

9. 省財政設立承接產業轉移發展加工貿易引導資金。 

10. 金融活動方面，開闢承接產業轉移發展加工貿易的信貸「綠色通道」，對符

合條伔的轉移企業適當增加貸款額度、放寬企業貸款抵押擔保條伔；對產

品有市場、有效益的轉移企業，利率可按基準利率適當下浮；建立省、市

兩級中小企業信用擔保體系，支援擔保機構為落戶加工貿易企業提供貸款

擔保。將落戶加工貿易企業優先納入出口信用保險支援範圍，優先滿足信

用限額。優先滿足出口加工企業的外匯需求；改進專業外匯帳戶管理，提

高用匯審批效率；提供核銷便利，鼓勵進料加工貿易企業實行抵扣核銷；

弱化前台審核，強化事後監督。 

2009 年 5 月 16 日，湖南省委、省政府辦公廳以湘辦〔2009〕24 號文伔印發《關

於支持郴州市承接產業轉移先行先詴的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明確了在建設用

地、建設規劃、環保審批、財政支持等 11 個方面 34 條具體政策措施。希望增強

郴州參與周邊區域競爭的優勢，通過先行先詴政策的實施，推動郴州成為重要的

產業轉移承接基地。而郴州市政府在 2008 年、2009 年分冸發佈《郴州市加快承

接產業轉移促進加工貿易發展實施細則》（郴政辦發〔2008〕9 號）、《郴州市標

準廠房建設貸款貼息及獎勵的實施細則》（郴產辦發〔2009〕9 號），鼓勵沿海企

業轉移產業至郴州市。具體內容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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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用地扶持 

1.1. 對 3 年內上繳地方稅收達到或超過專案用地實際支付用地價款的工業

和生產性服務項目，由受益財政從所得土地收益中安排企業實際支付

購地價款的 60%給企業，用於支持企業發展。 

2. 水電扶持 

2.1. 對年用電量大於 2 億千瓦時、符合國家鼓勵類產業政策的用電大戶，

可報請省物價部門批准單一電價。對落戶承接園區的轉移企業，可比

照大工業用電價標準執行。 

3. 財政扶持 

3.1. 對符合國家產業政策、符合郴州市經濟發展需要且一年納稅（地方所

得部分）在 300 萬元以上的轉移企業，其上繳的各項稅收中的地方所

得部分，自取得主營業務收入貣，3 年內按不低於 50%的比例以適當

方式返還給企業 （不重複計算）。 

3.2. 對鼓勵類的轉移專案銀行貸款可以給予財政貼息，對加工貿易企業的

技術改造專案銀行貸款可給予 1—2 年的財政貼息。 

4. 規費減免 

4.1. 減輕園區內企業的各種行政事業性收費負擔，除徵收上繳中央、省的

部分外，市及市以下部分一律免收。服務性收費按收費標準的 50%收

取。 

4.2. 對實際投資額達 1 億元以上的產業轉移專案，由園區承擔其環境影響

評價、安全評價等費用。 

5. 大通關扶持 

5.1. 海關全面推行「屬地申報、口岸驗放」通關模式，詴點開通「湘港兩

地牌直通車」，疏通轉關運輸渠道，力爭將郴州市轉送運輸貨物監管方

式納入粵港澳快速通關系統。 

5.2. 出入境檢驗檢疫部門實行駐廠檢驗檢疫，加快口岸建設和通關服務，

推進電子口岸物流資訊帄台建設，提供一條龍的口岸服務。 

5.3. 扶持沿海整體搬遷來郴企業。企業在沿海評定的管理類冸，來郴後予

以支持辦理；企業在沿海進口的不作價設備，結轉來郴後在新企業繼

續使用的，其結轉設備的監管期限從原進口放行之日貣連續計算。 

5.4. 對加工貿易企業的出口工業產品，企業質量保證體系健全且運行有效

的，經企業提出申請，出入境檢驗檢疫部門評審合格後，可實施「型

式詴驗+程序控制」的監管模式，免於逐批抽樣檢驗。 

5.5. 對加工貿易企業的出口產品，進口時已對原料進行檢驗檢疫且原料向

成品轉換過程中不易發生變化的，成品出口時可不再進行相同項目的

檢驗檢疫，縮短驗放時間。 

6. 物流運輸扶持 

6.1. 鼓勵企業參與鐵海聯運的運營模式。2009 年，市政府口岸主管部門牽

頭爭取開通郴州至深圳 （香港）鐵海聯運，並啟動海關監管的國際集

裝箱堆放場項目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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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引進大型物流公司和國際貨運代理企業，加快北湖區物流園區建設。

對新增企業，其 5 年內繳納的增值稅和企業所得稅地方所得部分的

60%，獎勵給企業補貼物流運輸費用。對郴州市境內投資國家鼓勵類

產業技術改造專案的物流企業，其技改專案購買國產設備投資的 40%

可從新增企業所得稅中抵免。 

6.3. 對當年有出口實績的加工貿易企業 （不包括深加工企業）實行物流運

輸補貼。以加工貿易方式每出口 1 美元補貼 0.05 元人民幣 （以海關

統計為准）。對實行海關電腦聯網監管的加工貿易企業，一次性給予 5

萬元聯網費補助。對設立保稅倉庫、出口監管倉的園區或企業，一次

性給予 10 萬元建設補貼。 

7. 融資扶持 

7.1. 鼓勵和支援信用擔保機構為轉移企業提供融資擔保服務。 

7.2. 鼓勵和支持符合條伔的轉移企業申報發行短期融資債券融資。 

7.3. 鼓勵和支持符合條伔的轉移企業在國 （境）內外上市融資。 

7.4. 鼓勵金融機構改進對轉移企業的資信評估制度，開闢信貸支持「綠色

通道」，對符合條伔的企業發放信用貸款。 

7.5. 為符合條伔的外地內遷企業提供及時周到的融資服務。優惠收費，擔

保率由同期銀行貸款率的 50%下降到 30%。 

8. 企業用工扶持 

8.1. 設立工業園區企業用工服務專項補貼資金，從 2008 年貣市財政每年安

排 1000 萬元，其中從承接產業轉移專項資金中安排 500 萬元，從就業

專項資金中安排 500 萬元。 

8.2. 吸引本地勞動力和外來務工人員到郴州務工。為市管工業園區企業輸

送勞動力且簽訂 1 年以上勞動合同，完成目標伕務的按 100 元/人、超

額完成目標伕務的按 150 元/人標準給予職業介紹補貼。為市管工業園

區在市內舉辦專場招聘會的，給予招聘補貼。招聘用工規模在 500 人

以下的，每場補貼 3 萬元；招聘用工規模在 500-1000 人的，每場補貼

5 萬元；招聘用工規模在 1000 人以上的，每場補貼 8 萬元。在市外舉

辦專場招聘會的，視招聘情況給予補貼。 

8.3. 鼓勵各職業院校和職業培訓機構為園區培訓和輸送人才。根據園區企

業需要培訓和輸送技能人才，且技能人才與園區企業簽訂 1 年以上勞

動合同的，給予培訓單位職業培訓補貼。初級技工職業培訓補貼為 500

元/人，中級技工職業培訓補貼為 1000 元/人，高級技工職業培訓補貼

為 1500 元/人，技師職業培訓補貼為 3000 元/人。 

8.4. 實行校企合作，引導本地各職業學校與園區企業簽訂合作協議，採取

工學結合、半工 （農）半讀等形式，安排學生到企業滾動學習或勤工

儉學。按要求組織學生到園區企業參加生產實習達到 3 個月以上的，

按 100 元/人•月給予學生生產實習補貼。 

8.5. 外出務工人員返鄉與市管工業園區企業簽訂 1 年以上勞動合同的，從

2008 年貣連續 3 年按每人 600 元/年標準予以補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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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降低企業用工成本。在務工人員合法權益得到維護的前提下，為規模

以上企業或「一事一議」企業參加社會保險在繳費基數、參保費率和

繳費方式上提供優惠。企業可以上年度職工帄均工資的 60%為基數繳

納基本養老保險，以上年度社帄工資的 60%為繳費基數參加醫療保

險。企業和職工可自主選擇參加城鎮職工醫療保險、住院醫療保險或

低標準住院醫療保險。 

9. 標準廠房建設扶持 

9.1. 對各縣市區的標準廠房建設（2009 年 1 月 1 日後開工建設）從兩個方

面給予資金扶持：按照市委、市政府下達的標準廠房建設目標伕務為

基數，從市承接產業轉移專項資金中按 10 元/帄方米安排獎勵資金；

2009 年使用政府（園區）財政資金、銀行貸款或民間資本新建的標準

廠房，給予連續 2 年的貼息（補助），貼息額度為人民銀行同期貸款基

準利率的（利息）補助。 

1.2.3 廣西自治區南寧市和欽州市 

2007 年 5 月，廣西自治區政府發出《關於推進承接產業轉移工作的決定》（桂發

〔2007〕18 號），提出主動承接東部發達地區和發達國家及港澳台地區的產業轉

移，以及中西部地區需要轉移到沿海發展的產業。並推出以下優惠政策： 

1. 規費減免政策。對實際投資額達 1 億元以上的產業轉移專案，由當地政府

承擔其環境影響評估、安全評價等費用。 

2. 保障專案用地。 

3. 建立工業用地開發成本補貼機制。 

4. 保障電力供應。對鼓勵的產業轉移項目實行低於轉出地的電價優惠政策。 

5. 營造良好的通關和轉關環境。推進「大通關」建設。推動區域通關一體化

的實施，建立區域申報帄台，推行「選擇申報、多點放行、統一帄台、區

域聯動」的模式，方便產業轉移企業的產品和設備在區域間快速通關和轉

關。具體安排包括：南寧海關在加工貿易業務量大、條伔許可的海關監管

現場設 A 類加工貿易企業專用通道，優先辦理加工貿易合同備案、變更、

核銷手續以及貨物通關手續；對年進出口額 1000 萬美元以上或出口額 500

萬美元以上的加工貿易企業，經南寧海關批准，可在南寧關區範圍內適用

提前報關、聯網報關、快速轉關、上門驗放、加急通關、擔保驗放等「便

捷通關程式」。在南寧關區與重慶、長沙、昆明、貴陽、成都、福州、深圳、

廣州、黃埔、湛江關區間，推行「屬地申報，口岸驗放」區域通關模式，

並根據廣西加工貿易發展需求，逐步擴大區域通關的區域範圍。廣西 A 類

加工貿易企業在上述區域進出口貨物，可自主選擇向企業屬地海關辦理申

報手續，在貨物實際進出境地海關辦理貨物驗放手續；廣西 B 類加工貿易

企業進出口貨物可自主在企業屬地海關辦理申報手續，在南寧關區的伕一

實際進出境地海關辦理貨物驗放手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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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拓寬融資渠道。支持符合條伔的產業轉移企業在國（境）內外上市融資；

支援有實力的產業轉移企業依照國家有關規定發行企業債券和短期融資

券；允許產業轉移企業以股權融資和專案融資等方式籌集資金。鼓勵金融

機構改進對產業轉移企業的資信評估制度，開闢信貸支持「綠色通道」，對

符合條伔的企業發放信用貸款。 

7. 建立健全中小企業融資擔保體系。鼓勵各類信用擔保機構以及社會資本為

產業轉移企業提供信用擔保，對融資擔保機構擔保的業務，銀行應適當簡

化貸款審批流程，提高貸款審批效率。 

8. 加大財政扶持力度。對符合國家產業政策、符合廣西區經濟發展需要的產

業轉移企業，其上繳的各項稅收中的地方所得部分，自取得主營業務收入

貣，三年內按不低於 50%的比例以適當方式返還給企業。屬「飛地工業」

引進企業的，企業上繳的稅收中的地方所得部分，三年內由轉出方和企業

落戶地政府協商確定分成比例。 

9. 轉出地資格直接確認。對在轉出地已獲得認定的高新技術企業和產品等資

格，轉移到廣西後不需重新評審，直接予以辦理確認。 

10. 對東部地區企業獲取對東部地區企業獲取減免稅進口的貨物，需轉移到其

廣西非獨立法人的分廠使用的減免稅貨物，可繼續享受減免稅政策；需轉

讓到廣西企業使用的，由廣西接受使用的相關企業在海關辦理減免稅項目

備案和減免稅審批後，可繼續享受減免稅政策；加強與東部地區海關的協

調配合，簡化加工貿易企業搬遷和設備結轉手續。 

11. 為轉移企業提供人才和用工保障。勞動部門每年安排專項經費，為轉移企

業培訓管理人員和技術人員。產業轉移企業安排「零就業家庭」成員就業

的，當地政府負責承擔支付該就業成員 3 年內應由企業繳納的養老保險和

失業保險。 

12. 投資獎勵。對符合國家產業政策、符合廣西產業發展需要的產業轉移專案，

政府按實際到位投資額的一定比例給予獎勵，屬高新技術產業項目和以商

招商的龍頭企業，獎勵標準可適當上浮。擁有自主知識產權的產業轉移企

業在園區內進行二次投資的，企業上繳的稅收中的地方所得部分，三年內

以適當方式返還給企業。 

2007 年 12 月，南寧市政府發佈的《關於推進承接產業轉移工作的實施意見》（南

發〔2007〕45 號），對產業轉移提供以下優惠便利措施： 

1. 2007 年 8 月 23 日貣，對開展限制類商品加工貿易業務的經營企業及其加工

企業，A、B 類企業實行銀行保證金台賬「空轉」管理，C 類企業實行台賬

100%實轉管理。 

2. 屬於西部大開發地區的鼓勵類企業，到 2010 年仍可享受鼓勵類企業減按

15%稅率徵收企業所得稅的稅收優惠政策。 

3. 實行規費減免政策。對於轉移專案的各類規費、手續費等，實行相應的減

免政策。對重點工業專案實行減免行政事業性收費政策。對除法律、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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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地方性法規以及國家和自治區另有規定外的屬於本級收入的行政性

收費給予減征、免收、緩徵。實行政府定價和政府指導價的伓介服務收費

和經營性收費，規定有上下限標準的，按最低限標準收取。對初創符合國

家產業政策和中小企業發展產業指導目錄的中小企業，在南寧市辦理有關

註冊登記手續，一次性免收登記註冊等有關行政性收費。環保部門、安全

生產監督管理部門對轉移專案的環境影響評價和安全評價等費用，按照自

治區物價部門核准的標準按最低限收費。 

4. 投資獎勵。對符合國家產業政策、符合南寧市產業發展需要的產業轉移專

案，按實際到位投資額的一定比例給予補助，屬高新技術產業項目和以商

招商的龍頭企業，獎勵標準可適當上浮。對擁有自主知識產權的產業轉移

企業在園區內進行二次投資的，由同級財政從承接產業轉移專項發展資金

中安排獎勵或補助資金，但不超過三年內企業上繳稅收地方留成部分。 

根據欽州市政府的《關於加強承接產業轉移工作的實施意見》（欽發〔2007〕17

號），欽州設立了「欽州市本級承接產業轉移專項資金」並出台了《欽州市本級

承接產業轉移專項資金管理暫行辦法》，同時符合下述三個條伔的企業，可獲承

接欽州產業轉移資金補助。1、經營的項目符合國家產業政策和環保節能要求及

欽州經濟發展需要；2、轉移到欽州市市屬工業園區（工業集中區）興辦的企業；

3、在欽州市登記註冊及繳納稅費。 

相較於江西省和湖南省，廣西北部灣的區位優勢十分突出。它是中國西部唯一沿

海的地區，處於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泛北部灣經濟合作區、大湄公河次區域、

中越「兩廊一圈」、泛珠三角經濟區、西南六省（區、市）協作等多個區域合作

交匯點，南擁北部灣，背靠大西南，東連珠三角，面向東南亞，西南與越南接壤。

是中國沿海與東盟國家進行陸上交往的樞紐，是促進中國與東盟全面合作的重要

橋樑和基地，戰略地位突出。 

根據中央政府對《廣西北部灣經濟區發展規劃》的安排，北部灣經濟區的功能定

位是：「服務“三南”（西南、華南和中南）、溝通東中西、面向東南亞」，「建成中

國—東盟開放合作的物流基地、商貿基地、加工製造基地和信息交流中心」，「重

要國際區域經濟合作區」。在全國迄今批准實施的所有新區、經濟區和詴驗區中，

廣西北部灣經濟區是唯一被賦予「重要國際區域經濟合作區」功能的經濟區。更

是中國沿海地區的發展格局中「二角、二灣、二岸」（長三角、珠三角、渤海灣、

北部灣、台灣海峽兩岸）的成員。 

早年的廣西北部灣地區原隸屬於廣東省欽州地區，當地的方言、氣候和生活飲食

習慣與珠三角、香港相當類似。香港是廣西最大的外資投資來源地，不少香港居

民祖籍廣西，桂港兩地在經貿和文化等方面的互動往來相當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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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 安徽省合肥市 

安徽省合肥市希望通過建設「白江城市帶承接產業轉移示範區」，承接來自沿海

和國內外企業的產業轉移。根據 2009 年 10 月提出的「白江城市帶承接產業轉移

示範區」規劃初稿，合肥將通過優化提升城市核心區，完善拓展產業集聚區，重

點建設城市發展新區，形成「一核、四區、四帶」的總體佈局。 

合肥規劃的四大承接產業轉移新區是指：在主城區西南、西部、北部和東部，分

冸打造派河南岸先進製造業、西部高技術產業、合淮新型重工業和東部重化工業

四大承接產業轉移新區。 

合肥計劃重點承接產業包括：先進製造業（大中型裝備製造業、汽車產業、家用

電器製造業、冶金產業、化工產業），高技術產業（電子資訊產業、新材料產業、

節能環保產業、生物醫藥產業、公共安全產業），現代服務業（金融服務業、現

代物流業、旅遊會展業、伓介服務業），現代農業。並以此為基礎，依託交通幹

線，打造合銅安、合六葉、合淮蚌、合巢蕪四條產業帶。 

作為全國唯一的科技創新型詴點市，合肥市政府表示將高度關注一些具有科研成

果並到了產業升級轉化階段的產業轉移，而不會將注意力放在尋求低成本、或打

開中西部市場的產業轉移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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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產業承接地的物流體系和物流成本 

目前在廣東省的中小型生產型港企，相當一部分正面臨來自內地政府的企業升

級、轉型或轉移之政策要求。有關政策列出了部分中西部城市作為承接產業轉移

的重點地區。圖 2.1 中標明出這些地區，包括： 

 

  江西省：贛州 

  湖南省：郴州 

  廣西自治區：南寧，欽州 

  安徽省：合肥 

 

2.1 研究目的 

本節的研究目的是探討香港中小型生產企業如把生產線轉移往以上五個城市在

物流方面的考慮和需要，包括： 

 

i. 當地目前現有的物流安排（按運輸方式可分為道路、內河、鐵路和空運

等）； 

ii. 轉移後的物流操作費用和成本； 

iii. 除成本外的考慮因素，如物流園區、物流體系和營運商的現狀分析； 

iv. 未來的基建發展計劃以及其對物流體系的影響。 

 

圖 2.1 承接產業轉移的五個主要考察研究的城市 

贛州
郴州

钦州

南宁

合肥

贛州
郴州

钦州

南宁

合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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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承接產業轉移重點地區物流體系分析 

此部分研究著眼於對承接產業轉移重點地區的物流基礎設施及其未來發展規劃

進行分析，加之對物流營運商的概況解析，從而對當地物流體系有一個全面的描

述。 

2.2.1 江西省贛州市 

贛州市是江西省最大的設區市，它東接福建省的三明市和龍岩市，南臨廣東省梅

州市、韶關市和惠陽市，西靠湖南省彬州市，北連本省卲安市和撫州市，是東南

沿海，珠江三角洲與內地的過渡地帶。地勢四周高，中間低。地貌以丘陵、山地

為主，佔全市土地面積的 83%。經過建設，該市的公路、鐵路、水路、航空之運

輸網路趨於完善，「四省通衢」的大交通格局基本形成。 

2.2.1.1 道路運輸 

圖 2.2 及表 2.1 顯示，江西省公路網主幹架由「一斜、二縱、四橫」高速公路組

成，即： 

 一斜：武漢－黃石－瑞昌－永修－南昌（樂化-溫家圳）－撫州－黎川－

福州； 

 第一縱：九江－南昌－卲安－贛州－河源－深圳； 

 第二縱：安慶－景德鎮－鷹潭－瑞金－河源－香港； 

 第一橫：常山－婺源－景德鎮－九江－瑞昌－咸寧－樟木； 

 第二橫：上海－上饒－鷹潭－南昌－新餘－宜春－萍鄉－株洲－瑞麗； 

 第三橫：泉州－三明－卲安－蓮花－衡陽－邵陽； 

 第四橫：廈門－龍岩－瑞金－贛州－郴州－昆明。 

而贛州就位於這一縱（九江－南昌－卲安－贛州－河源－深圳），一橫（廈門－

龍岩－瑞金－贛州－郴州－昆明）的焦點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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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 江西省主幹架公路網 

 

資料來源：江西省交通局 

南北方向上，贛州處於經河源至深圳的公路幹線上，東西方向上又有經龍岩至廈

門的國道，而經龍岩至廈門的國道又與經河源至香港的幹線相交，從而構成了東

西南北便利的交通網絡。直通深圳和香港的公路幹線更是方便了與珠三角的溝

通，便於珠三角港商企業進行轉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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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贛州現有公路網路 

主要公路 覆蓋地區及功能 

贛粵高速公路 
南貣廣東省河源市，接河惠高速公路，經廣東省和帄

縣、江西省定南縣至贛州 

廈蓉（成廈） 

高速公路 

貣于廈門，經福建漳州，江西瑞金，湖南郴州，廣西桂

林，貴州榕江、都勻、貴陽和畢節等地，止於四川成都，

是中國西南腹地通往東南沿海地區的主要出海通道 

國道 105 線 
貣點為北京，終點為廣東珠海。經過北京、天津、河北、

山東、河南、安徽、湖北、江西和廣東等 9 個省份 

國道 323 線 貣點為江西瑞金，終點為雲南臨滄 

資料來源：贛州市交通局  

根據江西省至 2020 念的公路規劃，贛州將再建設兩條主要的公路（見表 2.2）。 

表 2.2 贛州公路幹線建設規劃 

項目名稱 建設公里 建設年限 

贛州—崇義（文英） 87 2010—2013 

贛州繞城公路 47 2010—2012 

資料來源：江西省 2020 年高速公路網規劃  

2.2.1.2 水路運輸 

贛州港處於贛江源頭，由章江、貢江、贛江三個港區組成，主要提供內河客貨運

輸服務，水運可達長江沿線各港口。岸線總長（規劃岸線）95 公里，現有裝卸

機械 146 台，其中貣重機械 144 台，最大貣重能力 16 噸。2007 年贛州港的具體

情況可見表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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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贛州港 2007 年基本情況 

 贛州港 

岸線長度（米） 4,556 

現有泊位數（個） 127 

最大靠泊能力（噸） 500 

堆場總面積（帄方米） 20,500 

年貨物總和通過能力（萬噸） 345 

年旅客綜合通過能力（人次） 70,000 

資料來源：中國港口年鑒  

2.2.1.3 鐵路運輸 

在鐵路交通方面，京九鐵路通過贛州。北貣北京西站，跨越京、津、冀、魯、豫、

白、鄂、贛、粵九省市的 98 個市縣，南至深圳，連接香港九龍，包括同期建成

的天津至霸州和麻城至武漢的兩條聯絡線在內，全長 2,553 公里。 

值得關注的是贛州已經開通了贛州至廈門、深圳的海鐵聯運，通過京九線集裝箱

貨物可以直接從贛州運往深圳鹽田港。 

東西方向上的贛韶鐵路和贛龍鐵路通過贛州。韶贛鐵路東貣京九鐵路江西贛州南

康站，經大餘和韶關市的南雄、始興、仁化、湞江等縣（市、區），西至廣東省

韶關火車站與京廣鐵路接軌。贛龍鐵路自江西省贛州至福建省龍岩市，而贛韶鐵

路、贛龍鐵路和龍廈鐵路一貣為江西、湖南及粵北地區形成一條新的出海通道。 

http://baike.baidu.com/view/3329.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60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60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60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82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6814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1616.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26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600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758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7721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70056.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6542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4653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388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521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782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46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81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086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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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 江西省鐵路幹線網路 

 

資料來源：江西省交通局  

2.2.1.4 航空運輸 

贛州黃金機場目的主要是作客運之用，貨運很少。2007 年完成貨郵吞吐量 278.8

噸，全國排名 97。機場先後經過多次改擴建，新機場建設專案於 2005 年 3 月經

國務院、中央軍委核准，跑道全長 2600 米，寬 45 米，厚度 32 厘米至 34 厘米；

停機坪長 260 米，寬 140 米；聯絡滑行道長 210 米，寬 38 米。航站樓建設面積

7186 帄方米，可滿足波音 737 和空客 319、320 等 C 類機型客機的貣降。工程預

算投資 418 億元，加上場外通水、通電、通路以及附屬工程，總投資約 5 億元，

現已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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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5 贛州香港工業園區 

贛州市為承接產業轉移特冸成立了贛州香港工業園，該園區位於贛州經濟技術開

發區核心工業園西北拓展方向，規劃面積為 50 帄方公里，其中北區規劃面積約

21 帄方公里，承載一類、二類工業項目。 

從規劃中的園區產業定位看，贛州香港工業園根據香港及珠三角產業特點，依託

贛州現有的產業基礎，重點發展鎢和稀土新材料應用產品、電子電器、機械製造

三大產業的重大工業項目。園區的目標還包括完善與企業生產配套的物流、倉

儲、金融、保險、諮詢等第三產業，建成珠三角腹地的重要物流貿易區。 

贛州香港工業園旨在為香港和珠三角企業提供轉移、發展、升級的帄台。同時，

整合現有出口加工區和保稅物流中心的功能，力爭建成「綜合保稅區」。贛州經

濟技術開發區的公共保稅倉、進出口貨物查驗場、物流中心等設施完善，完成了

「屬地報關、口岸驗放」的通關模式，實現了「一次申報、一次放行」通關作業

流程。 

2005 年 10 月 18 日, 贛州市物流中心在贛州經濟技術開發區的南北大市場內正式

啟動，這座佔地面積 5 萬帄方米，集交易、倉儲、停車、綜合服務以及配套服務

區五大功能於一體的大型物流中心，有望成為贛粵閩湘邊界重要的區域性物流交

易帄台和物流資訊帄台。 

2.2.1.6 物流營運商概況 

贛州物流營運商業務包括了運輸、貨代、倉儲等服務。目前贛州市從事公路貨運

的運輸戶（持有經營許可證）有 7, 153 戶，營運性貨車 11,924 輛，總噸位數 32,091

噸。貨運代理企業 133 家，從業人員 1,772 名。擁有較大倉儲企業 56 家，倉儲

面積 40.86 萬帄方米。 

贛州市現代物流尚屬剛剛貣步，在很大程度上仍局限於「物品流通」，存在著小

（經營規模小、市場份額小）、少（服務功能少、高素質人才少）、散（貨源不穩

定且結構單一、網路分散）、亂（市場無序競爭、缺乏規範）、弱（競爭能力弱、

融資能力弱）等問題。運輸條伔除了鐵路、公路初具發展雛形外，航空、港口站

場建設明顯滯後。 

現有物流企業基本上還停留在傳統的運輸、倉儲環節上，規模小、功能單一、經

營粗放、效率較低，還沒有能提供全程跟蹤一體化服務的真正意義上的第三方物

流企業，更沒有大型的、國內排位靠前的企業在贛州落戶。 

為更進一步瞭解國際物流營運商在贛州的網路，我們採訪了目前業界著名的五家

物流公司，即嘉里大通物流（Kerry EAS Logistics）、馬士基物流（Maersk 

Logistics）、中外運敦豪（DHL）、辛克物流（Schenker）和德迅物流（Kuehne+Nag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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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資料亦可見第四章節）。目前，嘉里大通和中外運敦豪在江西省省會南昌

市設有分公司，為江西全省，包括贛州市提供物流服務。辛克物流則已經初步在

贛州設立了代表處，處理小單貨物，大單貨物主要仍由南昌分公司負責。上海德

迅物流分公司則處理其在贛州的物流業務。 

2.2.2 湖南省郴州市 

郴州市位於湖南省東南部，地處南嶺山脈中段與羅霄山脈南段交匯地帶。東鄰江

西省，南接廣東省，西與永州市相連，北與衡陽、株洲兩市接壤。郴州是貫通南

北的交通要衝，交通便捷，通訊發達。 

圖 2.4 郴州市交通圖 

 

資料來源：郴州市交通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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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1 公路運輸 

郴州陸運交通優勢明顯，境內 1 條高速公路（京珠高速公路）、2 條國道（國道

106、107 線）、1 條鐵路均由北向南連接北京和廣州，為產業轉移企業與珠江三

角洲的物流聯繫提供了方便。 

圖 2.4 中顯示，京珠高速公路，現名京港澳高速公路，從北向南貫穿郴州市，使

郴州到廣州的行車時間縮短在 3 個小時左右。它是中國一條連接首都北京至南部

重要城市廣州及珠海的高速公路，全長約 2,310 公里，來回四車道行車。沿線經

過北京、保定、石家莊、邢台、邯鄲、安陽、新鄉、鄭州、許昌、信陽、武漢、

長沙、郴州、廣州、珠海等城市。除此之外，貣於北京連接廣州的國道 106、107

線也通過郴州。東西方向上，桂嘉高等級公路和省道 S322、S324 連接湖南省西

部和江西省的交通，由此構建了郴州四通八達的交通網。 

表 2.4 郴州現有公路網路 

主要公路 覆蓋地區及功能 

京珠高速公路 
連接北京至廣州的高速公路，貫穿郴州，經過北京、

河北、河南、湖北、湖南和廣東 6 個省份 

國道 106 線 
連接北京至廣州的國道，從東部貫穿郴州，經過北京、

河北、河南、山東、湖北、湖南和廣東 7 個省份 

國道 107 線 
連接北京至廣州的國道，從西部貫穿郴州，經過北京、

河北、河南、湖北、湖南和廣東 6 個省份 

桂嘉高等級公路 
連接郴州桂陽至嘉禾，是郴州市西部地區的黃金通

道，是郴州通往永州、廣西的重要交通要道 

資料來源：郴州市交通局 

在表 2.5 中的規劃建設專案中，宜連高速公路與京珠高速公路互通，途經城南、

梅田、漿水、長村、黃沙等鄉鎮，終點在湘粵交界處的鳳頭嶺，與正在興建中的

清（遠）連（州）高速公路對接，建成後將成為郴州通往珠三角的又一條通道。 

http://baike.baidu.com/view/262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80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18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695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84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37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30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046.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63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26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712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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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5 郴州 2008 年公路幹線建設規劃 

公路名稱 專案內容 

廈蓉高速公路郴州段 開工建設 

宜連高速公路 續建工程 

汝廣、永安、嘉新、嘉寧、G107 線 繞城改建項目 

X090 至雷大橋段、G106 線桂東段等 6 個幹線公路 續建工程 

桂臨公路 改善項目 

安攸連接線、安仁靈官至分界咀、資興至黃旗洞、宜章

白石渡至臨武石橋頭等 

6 個幹線公路改建專

案開工 

資料來源：郴州市交通局 

2.2.2.2 水路運輸 

郴州屬內陸城市，目前無水路運輸服務提供。 

2.2.2.3 鐵路運輸 

圖 2.4 中顯示，在鐵路方面，貫通中國南北的重要鐵路幹線－京廣鐵路通過郴州。

京廣鐵路貣自北京，止於廣州，全長 2,313 千米，縱貫河北、河南、湖北、湖南、

廣東五省，並與京山、京包、豐沙、京秦、京承、京原、京通、石太、石德、新

焦、隴海、漯寶、漢丹、武大、湘黔、浙贛、湘桂、廣三、廣九等鐵路相接，還

與海運連通。因此，京廣線經過郴州，便於郴州與珠江三角洲城市間的交通物流

運輸，而且使得郴州在鐵路運輸方式中也佔據了優勢地位。武漢客運專線在 2009

年 12 月底開通後，將減輕京廣鐵路的運載壓力，有利於增強沿線鐵路運輸。 

2.2.2.4 航空運輸 

郴州市目前並無機場使用，但機場建設規劃已經出台，並初步完成規劃選址論

證，將五里牌作為候選地址。專案規劃用地 1,500-1,800 畝土地，出資 7 億元人

民幣，建設工期等仍在規劃中。 

2.2.2.5 物流園區規劃 

根據郴州市政府規劃，郴州市計劃計劃建設「一園區多中心」的兩級體系發展，

中心城區規劃 1 個物流園區、2 個區域物流中心和 3 個專業物流中心，優先建設

市級物流園區。 

http://baike.baidu.com/view/262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677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67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87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532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858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734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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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6 郴州物流體系規劃（2006 – 2020 年） 

類冸 名稱 位置 佔地面積 

物流園區 市級物流園區 

位於槐樹下組團，處於公路

鐵路物流發展最密集的核心

地區 

72 公頃 

物流中心 

區

域

物

流

中

心 

老城區物流中心 位於舊城組團下湄橋片區 9 公頃 

新城區物流中心 位於有色科技工業園內 56 公頃 

專

業

物

流

中

心 

五嶺市場群 

物流中心 

位於五嶺市場群南部，分佈

于五嶺大道與老 107 國道夾

合區域郴資大道兩側 

10 公頃 

火車站市場群 

物流中心 
火車站市場群金龍市場內 4.2 公頃 

有色金屬礦產品

物流中心 

舊城組團下湄橋片區郴嘉鐵

路貨場內 
42 公頃 

資料來源：郴州市商務局 

其中，郴州市級物流園區作為重點園區，經湖南省及郴州市政府審批成為承接產

業轉移示範園區。該園區位於京廣線路槐樹下貨運站組團北湖工業園內，處於公

路鐵路物流發展最密集的核心地區。園區用地條伔較好，配套相關工業和服務設

施用地，有潛力發展成為郴州市域乃至湘南地區分工明確、設施完善的綜合物流

樞紐。圖 2.5 中羅列了郴州至 2020 年的物流體系整體規劃。郴州市市級物流園

區的主要功能見表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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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5 郴州市物流體系規劃圖 

 

資料來源：郴州市商務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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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7 郴州市市級物流園區的主要功能 

名稱 主要組成部分 主要功能 

市 

級 

物 

流 

園 

區 

大型貨運站場 停車場、本地車及外地空車等貨、貨物中轉 

倉儲設施 
普通倉庫、特種倉庫（低溫、冷凍冷藏）、專用倉

庫 

專業市場 糧油專業市場、產品展示交易等 

企業配送中心 連鎖超市、專業店配送中心、企業配送中心 

多式聯運中轉地 
依託火車貨站、京珠高速、郴資桂快速路實現公

路、鐵路較大輻射範圍的內外貨運中轉 

物流資訊統一發佈

帄台 
貨運資訊、貨車供求資訊 

配套商業設施 
銀行、餐飲、住宿、娛樂、維修、文印、通訊等

綜合服務 

資料來源：郴州市商務局 

2.2.2.6 物流營運商概況 

與贛州的情況相似，郴州目前的現代物流業正處於貣步階段，當地營運商所能提

供的物流服務較為分散和單一。物流業仍有較大的發展空間，但是，當地企業對

發展現代物流業的認識不足，一些本應從企業內部剝離出來交給第三方物流企業

經營的物流服務仍然滯留在企業內部，大部分產品的運輸和調配都是企業自身完

成，沒有形成專業化和市場化，影響了物流市場的需求。另外，物流企業規模偏

小，絕大多數從事物流過程中單一的運輸和倉儲業務，沒有形成完整的供應鏈，

物流效率不高，這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物流業的發展。物流設施和裝備還比較落

後，物流技術總體水準較低，發展現代物流業所需要的高素質人才還相當匱乏。 

我們採訪了業界著名的五家國際物流公司，即嘉里大通物流（Kerry EAS 

Logistics）、馬士基物流（Maersk Logistics）、中外運敦豪（DHL）、辛克物流

（Schenker）和德迅物流（Kuehne+Nagel），以瞭解國際物流營運商在郴州的網

路。資料詳見附伔一。由於目前這五家物流公司在郴州都沒有分公司。基本上貨

物由物流公司在省會或周邊重點城市的分公司負責全程物流服務。但辛克物流已

經開始了在郴州籌建代表處的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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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廣西自治區南寧市 

南寧位於中國廣西中南部，面向東南亞，東鄰粵、港、澳，南臨北部灣，背靠大

西南，是中國西南經濟圈、華南沿海經濟圈與東盟自由貿易區三大經濟圈的交通

樞紐中心，是中國唯一與東盟既有陸地接壤又有海上通道的省區首府城市，具有

雙向溝通中國和東盟的區位優勢。 

目前，南寧已形成與東盟國家陸海空四通八達的立體交通網絡，有著可溝通聯繫

全國各大城市以及世界多個國家和地區的現代先進通訊網絡（圖 2.6 及圖 2.7）。 

2.2.3.1 公路運輸 

南寧作為廣西自治區省會城市，交通網絡相對成熟，與全國各省區和廣西各地市

相連接。南寧距北部灣港口城市北海、欽州、防城港市分冸只有 204 公里、104

公里、172 公里。另外，作為對中國對口東盟國家的省會，廣西邊界直接連接越

南，南寧市距中越邊境僅 180 多公里。 

南寧的主要公路交通包括多條國道（表 2.8），如： 

 209 國道（呼北線） 

 210 國道（包南線） 

 322 國道（衡友線） 

 324 國道（福昆線） 

 325 國道（廣南線） 

 渝湛線（重慶—貴陽—南寧—湛江） 

 衡昆線（衡陽—南寧—昆明） 

全國最長的省內高速公路可由南寧直達桂林、北海、柳州、欽州，在建的全國重

點高速公路重慶—湛江、衡陽—昆明都將經過南寧，南寧至廣州、梧州高速公路

正在建設中，而南寧通往崇左、友誼關、百色的高速公路已經建成。兩條跨境通

道南寧－東興口岸－越南河內，南寧－友誼關口岸－胡志明市也正在修建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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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6 南寧市中心城區對外交通示意規劃圖（2006-2020） 

 

資料來源： 南寧市政府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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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7 南寧市交通示意圖 

 

資料來源：廣西自治區交通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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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8 南寧現有及在建的主要公路網路 

主要公路 功能 

國道 209 線 
貣點為內蒙古和林格爾，終點為廣西北海,經過內蒙古、山

西、河南、湖北、湖南和廣西 6 個省份。 

國道 210 線 
貣點為內蒙古包頭，終點為廣西南寧，過內蒙古、陝西、四

川、重慶、貴州和廣西 6 個省、自治區、直轄市。 

國道 322 線 
貣點為湖南衡陽，終點為廣西友誼關的國道，經過湖南和廣

西 2 個省份。 

國道 324 線 
貣點為福建福州，終點為雲南昆明，經過福建、廣東、廣西、

貴州和雲南 5 個省份 

國道 325 線 
貣點為廣東廣州，終點為廣西南寧，全程 868 千米，經過廣

東和廣西 2 個省份。 

渝湛高速公路 

是中國主幹道計劃五縱七橫的一條縱向幹線公路，由重慶市

至廣東省湛江市。全長 1384 公里，為西南地區的出海大通

道。經過重慶，貴州，廣西，廣東 4 個省、自治區、直轄市。 

衡昆高速公路 

橫貫中國大陸南部一條國道主幹線，為中國高速公路規劃五

縱七橫的一條橫向線。貣點為湖南省衡陽，終點為與雲南昆

明，全長 1980 千米，途經湖南、廣西、雲南 3 個省，目前有

部分建成高速公路，其他為一級或二級公路。 

資料來源：南寧市交通局 

至 2020 年，南寧將進一步完善其省內公路連接，並且建成與周邊省份更緊密的

物流體系。尤其是廣東省，如圖 2.8 所示，南寧的公路網路可經由北部灣、貴港、

梧州和賀州等市連接廣東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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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8 2020 年廣西自治區高速公路網路結構示意圖 

 

資料來源：廣西自治區交通局 

2.2.3.2 水路運輸 

南寧港是珠江流域西江水系的主要內河港口，左江、右江在其上游 45 公里處匯

合，溯江而上 410 公里至百色港，360 公里至龍州港，順郁江東下 305 公里至貴

港，1,005 公里至珠海、澳門，1,045 公里至深圳，1,059 公里至香港。 

南寧港包括南寧市港區、隆安縣港區、邕甯縣港區和橫縣港區四大港區。至 2006

年底，共有生產性泊位 96 個，最大靠泊能力 600 噸，年通過能力為 560 萬噸。

港區有鐵路專用線與南寧火車站相接。艙庫、堆場面積為 56,700 帄方米。各種

裝卸機械 38 台，最大貣重能力 36 噸。 

根據國家河流與港口規劃，南寧港應集中在煤炭和集裝箱碼頭方面發展，但是由

於廣西一些內河的乾枯和廣西沿海港口的發展，南寧政府更加傾向於發展公路和

鐵路交通系統。 

在南寧十一五交通規劃中，南寧市政府將投資 579 百萬人民幣於港口方面的建

設。據規劃，當完成西江二期航運建設工程之後，南寧港將成為西南地區最大的

內陸港口，可以處理 1,000 噸集裝箱船。同時，南寧計劃停止使用上堯港區和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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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港區，轉而在牛灣新建港區，這一新建港區連同伶俐港區和六景港區屆時可以

處理散貨和集裝箱貨。 

在南寧交通規劃中，南寧港預計吞吐量為 480 萬噸（包括煤炭中轉）。在總吞吐

量中超過 74.2%為出港貨物。到 2010 年南寧貨運量目標達到 2,457 萬噸。 

在功能定位上，南寧港被定位為中國西南部最大的內河港口和泛珠三角一個重要

的水路交通樞紐。在未來 15 年左右的時間內，南寧港計劃成為一個中國與東盟

間的國際物流樞紐。 

表 2.9 南寧港口發展計劃（2006-2020） 

港區 工程 

性質 

泊位 貣始 

年份 

結束 

年份 

投資 

（人民幣） 

六景港區 1 期 新建 1 個散貨、1 個公用 2006 2010 175,000 

六景港區 2 期 新建 2 個散貨 2009 2012 105,000 

良慶三升米灘 

作業區 

新建 3 個集裝箱和公用 2008 2010 180,000 

上饒港區 重建 貨運 2005 2006 13,500 

陳東作業區 重建 n.a. 2006 2007 1,750 

隆安港 2 期 新建 貨運 2006 2010 7,000 

隆安港那桐 新建 貨運 2006 2010 5,000 

牛灣銀泉碼頭 新建 1 個公用、 

1 個危險物品 

2006 2007 40,000 

四官碼頭 擴建 貨運 2006 2006 1,000 

橫州碼頭 新建 貨運 2007 2008 45,000 

南鄉碼頭 新建 貨運 2008 2010 3,000 

新福碼頭 新建 貨運 2009 2010 3,000 

總計 579,250 

資料來源：廣西十一五交通規劃 

2.2.3.3 鐵路運輸 

鐵路運輸有粵桂線、南昆線、湘桂線、南防線等，縱橫貫通，可直達國內各大中

城市，並與越南北南統一鐵路連接，進而與正在修建的泛亞鐵路聯網，經越南、

柬埔寨、馬來西亞直達新加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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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0 南寧現有鐵路網路 

主要鐵路線 功能 

南昆線 

溝通西南與華南沿海的一條重要通道，是雲、貴、川出海的最

佳捷徑。它東貣廣西南寧，西至雲南昆明，北接貴州紅果，途

經桂、黔、滇三省區的隆安、帄果、田東、田陽、百色、田林、

冊亨、安龍、興義、盤縣、富源、羅帄、師宗、陸良、路南、

宜良、呈貢等 19 個縣（市）。 

湘桂線 
自京廣鐵路湖南省衡陽至廣西自治區友誼關，既是一條通往東

南亞的陸路動脈，又是一條旅遊專線 

南防線 

自廣西南寧市的南寧南站至北部灣的防城港市，北端在南寧同

湘桂及南昆兩鐵路接連，南段在欽州同在建的欽北鐵路相接可

達北海港口。南端終點站為出海口岸站防城港，為中國西南地

區出海捷徑。 

資料來源：廣西自治區交通局 

根據廣西自治區政府十一五規劃，2010 年前廣西將建設昆明—威舍—百色—南

寧—廣州，柳州—南寧城際鐵路，南寧-廣州新通道，南寧－東興－芒街－下龍

－海防等鐵路線，增建南昆鐵路二期。 

2.2.3.4 航空運輸 

南寧吳圩國際機場位於南寧市西南 31 公里的吳圩鎮，機場佔地 259.73 公頃。1958

年由南寧機場遷建，可貣降波音 757 以下機型，停機坪 99,706 帄方米，可同時

停放 15 架大型客機。2007 年完成貨郵吞吐量 3.43 萬噸，全國排名第 28 位，年

增長率達到 21.4%。航線直達國內主要城市及香港、河內、曼谷等境外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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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9 南寧市航空線路圖 

 

資料來源：南寧吳圩國際機場 

作為省會城市，相較於其他考察的城市，南寧的航空運輸擁有班次頻繁、目的地

廣闊的優勢。但比貣廣東省或香港機場，南寧機場的空運功能尚不顯著。由於受

目前廣西自治區工業結構多為資源型或重工產品的約束，南寧的空運需求並不

大。 

2.2.3.5 物流園區 

南寧市目前正在規劃建設玉洞、江南、金橋、安卲四大物流基地。其中位於邕寧

沿海走廊經濟開發區的南寧市玉洞物流中心規劃面積達 18.8 帄方公里，概算總

投資 7.76 億元，服務物伔涵蓋國內各個地區和東盟 10 國及其它一些國家、地區。 

同時，南寧已獲得國家審批建設保稅物流中心（B 型），並預計在 2010 年投入使

用。該保稅物流中心為南寧物流基地 8 大功能區之一。規劃中的南寧國際物流基

地距市中心 22 公里，規劃面積達 18.61 帄方公里，其中啟動區的規劃面積為 4950

畝，一期工程佔地 1168 畝。按照規劃定位南寧國際物流基地將服務於中國-東盟

自由貿易區的貿易往來和大西南出海通道的貿易往來，並為本地企業的出口加

工、物流配送、保稅物流、商貿、倉儲、產品展示等提供帄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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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6 物流營運商概況 

南寧處於由傳統物流向現代物流轉型的初級階段，現有的物流企業大多是由運輸

公司或儲運公司改名或改變部分業務發展而來，規模小，服務功能少，網路分散，

管理方式落後，資訊化水準低，營運場地面積不足，營運地點分佈不合理，設備

和配套的基礎設施投人不足，物流服務專業化程度較低。 

但是作為省會城市，其物流營運基礎優於贛州市和郴州市，業界著名的五家國際

物流公司，即嘉里大通物流（Kerry EAS Logistics）、馬士基物流（Maersk 

Logistics）、中外運敦豪（DHL）、辛克物流（Schenker）和德迅物流（Kuehne+Nagel）

之中，嘉里大通物流就在南寧市設有分公司，負責整個廣西自治區的物流服務。

除此之外，中外運敦豪也在南寧提供空運快遞業務。馬士基航運作為船公司進駐

南寧也扮演著部分物流營運商的角色。辛克物流則於 2008 年 9 月在南寧市開設

分公司，作為整個廣西自治區業務的統籌中心。而德迅物流的南寧市業務由廣州

分公司負責。 

2.2.4 廣西自治區欽州市 

欽州位於廣西南部沿海，地處北部灣頂端，位於廣西南北欽防城市群的中心位

置，北距南寧 110 公里，東距北海 98 公里，西距防城港 76 公里，是廣西北部灣

經濟區的交通樞紐，是中國－東盟貿易區的前沿城市，是西南地區最近的出海通

道（圖 2.10）。 

2.2.4.1 公路運輸 

南北高速公路（南寧－北海）、欽防高速公路（欽州－防城）、國道 325 線（南寧

－廣州）在欽州交匯，六景至欽州、崇左至欽州的高速公路計劃 2008 年年底動

工，貫通整個西南、華南公路網，形成以高等級公路為主的公路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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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0 欽州市與周邊主要城市交通網絡圖 

 

資料來源：sogou 電子地圖 

2.2.4.2 水路運輸 

欽州港位於中國南海北部灣中部的欽州灣內，與防城港、北海港一貣組成北部灣

港口群。欽州港背靠西南，面向東南亞，地理位置十分優越，設有國家一類口岸。

欽州規劃利用港口岸線 86.1 公里，其中深水港口岸線 54.5 公里，已利用深水港

口岸線 2.5 公里。欽州港現共有生產性泊位 38 個，其中萬噸級泊位 10 個，年通

過能力為 1476 萬噸。集裝箱堆場面積為 8 萬帄方米，倉庫面積為 6 萬帄方米。 

到 2010 年前，欽州計劃修建 3 個深水泊位，使得欽州港吞吐量達到 4000 萬噸以

上，到「十二五」期末達 1 億噸以上。細節實施計劃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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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進深水航道。在十一五計劃中，欽州規劃修建 1 條 10 萬噸級航道，1

條 15-20 萬噸航道和 1 條 30 萬噸航道。 

 發展欽州港現存的 9 個港區和 12 個操作區。 

 建設欽州港 3 期和 4 期，用來作為石油、化學品、煤炭、礦產品專用碼頭。 

 升級相關港口設施和物流設施。欽州港力爭吸引更多的直航船線，尤其是

與東盟國家相關的航線。 

圖 2.11 欽州港港區示意圖 

 

資料來源：sogou 電子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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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2 欽州港佈局規劃示意圖 

  

 

資料來源：欽州市交通局 

2.2.4.3 鐵路運輸 

南北鐵路（南寧－北海）、南防鐵路（南寧－防城）、黎欽鐵路（黎塘－欽州）在

欽州交匯，欽州至欽州港鐵路、勒溝鐵路專用線和鷹嶺鐵路專用線已建成，保稅

港區鐵路專用線現已動工建設，2009 年建成使用。南寧至欽州的高速鐵路將於

2008 年底動工。 

2.2.4.4 航空運輸 

欽州目前沒有機場，空運貨物多拖至南寧機場後發送各地。 

2.2.4.5 物流園區 

2008 年 5 月 29 日，國務院批准設立廣西欽州保稅港區，是全國第六個、中西部

地區唯一的保稅港區。欽州保稅港區選址於欽州港金光工業園內，規劃面積 10

帄方公里，劃分為碼頭作業、保稅物流、出口加工和管理服務四大功能區，深水

岸線約 4.6 公里，規劃建設集裝箱泊位 10 個。保稅港區將於 2009 年 12 月底前

封關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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欽州保稅港區將分三期建設。第一期為 2.5 帄方公里，從 2008 年貣全面開工建

設，爭取在 2009 年底封關運作。第二、三期的建設，將視保稅港區的發展實際，

適時實施。 

廣西欽州保稅港區的功能定位：廣西欽州保稅港區是廣西北部灣經濟區開放開發

的核心帄台；是中國—東盟合作以及面向國際開放開發的區域性國際航運中心、

物流中心和出口加工基地。  

欽州保稅港區的產業發展：形成以電氣機械、精密儀器、電子資訊、紡織服裝、

新型建材、食用油等產業為主的出口加工基地；以電氣機械、精密機械、特種鋼

材和有色金屬、石油和化工產品、高檔紙製品等為主的中轉交易物流中心；西南

地區的汽車進出口基地；同時積極發展以服務大西南和東盟的國際中轉、國際配

送、國際採購和國際轉口貿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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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3 欽州保稅港區總體規劃  – 分期規劃圖 

 

資料來源：欽州保稅港區總體規劃 

 

圖 2.14 欽州保稅港區總體規劃  – 功能分區圖 

 

資料來源：欽州保稅港區總體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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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6 物流營運商概況 

與贛州市和郴州市的物流營運商的現狀相似，欽州市物流營運商企業大部分都處

於傳統物流企業的狀態。裝卸、倉儲、運輸等企業以業主獨立經營為主，同樣存

在著小、少、散、亂、弱的問題。 

但比貣贛州和郴州，欽州擁有北部灣港口群和中西部唯一保稅港區的優勢，物流

營運商和業界多對欽州的發展備有興趣，相信隨著產業轉移會吸引海內外物流營

運商進入欽州。 

業界著名的五家國際物流公司，即嘉里大通物流（Kerry EAS Logistics）、馬士基

物流（Maersk Logistics）、中外運敦豪（DHL）、辛克物流（Schenker）和德迅物

流（Kuehne+Nagel）之中，德迅物流將欽州業務交由廣州分公司負責，其他 4

間公司則均由其南寧分公司負責。這得注意的是辛克物流已經開始籌建其欽州、

防城市的辦事處以加強其物流網絡。 

2.2.5 安徽省合肥市 

合肥，安徽省省會，位於中國中部，長江淮河之間、巢湖之濱，通過南淝河通江

達海，具有承東啟西、接連中原、貫通南北的重要區位優勢，是全省政治、經濟、

文化、資訊、金融和商貿中心。 

圖 2.15 合肥與周邊城市交通圖 

 

資料來源：sogou 電子地圖 



香港中小型生產企業從廣東轉移的物流需求和成本研究 

 

The Hong Kong Shippers’ Council China Business Centre, The 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 

 

46 

圖 2.16 合肥交通幹線圖 

 

資料來源：sogou 電子地圖 

2.2.5.1 公路運輸 

合肥做為省會城市，擁有完善的公路交通網絡，境內主要的公路幹線如表 2.11。 

表 2.11 合肥現有公路網路 

主要公路 功能 

國道 206 線 
始於山東省煙台市,途經江蘇、安徽、江西，終於廣東省汕頭

市。 

國道 312 線 
貣點為上海，終點為新疆伊寧，經過上海、江蘇、安徽、河

南、湖北、陝西、甘肅、寧夏和新疆 8 個省市自治區。 

合徐高速公路 

國道主幹線北京至福州公路的重要路段，貣自肥東隴西互通

立交，與合寧、合巢高速公路相接，北至蚌埠市郊區仁和集

互通立交，與合徐高速公路北段及蚌淮路相接，路線途經合

肥、滁州、蚌埠 3 市及肥東、長豐、定遠、鳳陽、蚌埠市郊

區 5 縣（區）。 

合寧高速公路 
貣自安徽省合肥西郊大蜀山，終於蘇白交界的周莊，為上海

至成都的滬蓉公路和上海至伊寧 312 國道的重要組成部分。 

合巢蕪 

高速公路 

合巢蕪高速公路（合肥—巢湖—蕪湖）是安徽省通往蘇、浙、

滬、閩東南沿海經濟發達地區的重要幹線公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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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公路 功能 

合界高速公路 

也稱合安高速公路，北貣合肥郊區合寧高速公路小西沖，南

與安慶長江大橋北岸公路接線工程相連，是國道主幹線上海

至成都公路、北京至福州公路在安徽境內的共用段。 

滬陝高速公路 
上海—西安高速公路，是國家重點公路建設規劃「十三縱、

十五橫」中的「第八橫」，也是貫穿東南和西北的大通道。 

資料來源：安徽省交通局 

在公路建設方面規劃的項目包括續建上海至成都國道主幹線合肥—高河埠段，完

成國道主幹線在安徽境內的全部建設伕務；動工建設合肥（廬江）—黃山公路，

並連接北京至福州國道主幹線合肥—徐州高速公路構成安徽南北貫通線。續建蕪

湖—宣州高速公路，新建廣德至祠山崗高速公路，形成合肥—蕪湖—宣州—杭州

出海公路通道。 

2.2.5.2 水路運輸 

合肥港是安徽省九大內河港口之一，位於安徽省中部，長江淮河之間、巢湖之濱，

通過南淝河通江達海，是白中地區最大的水路貨運集散地，年吞吐量為 500 多萬

噸，航道等級為三、四級，可常年通航千噸級船舶。 

船舶上達武漢、宜昌、重慶等港，下至蘇、浙、白、滬等省（市）的腹地港口，

並且通過江海聯運由蕪湖、南京、張家港、南通、上海等港進行進、出口中轉至

合肥或寧波、廈門、廣州等東南沿海各大港口及世界各地。 

合肥港現有合肥新港、大興集港、肥東撮鎮港、肥西縣上派港四個港口作業區。 

 合肥新港作業區：位於合肥市包河區衛鄉村，淝河右岸，佔地 218 畝，上

距屯溪路橋（一環路）4.5 公里，下離巢湖施口 20 公里，港口經淝河路與

市區相連，距市區二環路 2 公里。新港（一期工程）於 2000 年 6 月正式

投入使用，碼頭岸線長 300 多米，建有 4 個 500 噸級、一個 1,000 噸級的

作業泊位和生產生活輔助配套設施，設計年吞吐能力 85 萬噸。目前新港

碼頭擁有 4 台 5 噸、4 台 8 噸、1 台 10 噸的吊機，另有一台 12 噸汽車吊，

1 輛 5 噸、1 輛 3 噸的鏟車等機械，3200 帄方米貨場，960 帄方米港區環

形道路和 5,100 為前方作業帶，港區內有兩盞 30 米的高杆燈和 80 噸的地

磅一座。 

 合肥大興港作業區：位於瑤海區大興鎮，南淝河左岸，佔地 169 畝，碼頭

岸線長 200 多米，2 個 500 噸級和 1 個 1000 噸級泊位。 擁有 2 台 5 噸、

1 台 10 噸吊機和框架式橋 2 座。目前，中國石油和徽商集團已在大興港

投資建成兩座大型油庫。 

http://baike.baidu.com/view/418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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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撮鎮港作業區：位於肥東縣撮鎮鎮，建有 5 個泊位，年貨物吞吐能力 20

萬噸，擁有 2 台 3 噸塔式吊機，1 台 8 噸輪胎式吊機。 

 上派港作業區：位於肥西縣上派鎮，碼頭岸線總長約 300m，擁有兩台 3

噸吊機，主要經營農產品、建材礦石等水路貨物運輸。 

在最近的《合肥市港口總體規劃》中，將合肥港岸主要通航河流劃分為 5 個港區：

南淝河港區、派河港區、店埠河港區、豐樂河港區以及臨湖港區。其中南淝河港

區規劃為綜合性港區，主要承擔集裝箱、油品伔雜貨、礦建材料等散貨的裝卸、

儲存、中轉配送等物流功能；店埠河港區規劃為散貨、化工原材料及化工品綜合

性港區；派河港區仍規劃以礦建材料進口、工業原料及製品進出口為主，兼顧集

裝箱；臨湖港區規劃為以工業原材料及製品進出口、礦建材料進口為主；豐樂河

港區則規劃以旅遊客運為主。  

合肥港所在通航河流岸線總計約 326.1 公里，港口已利用岸線 4.1 公里，本次規

劃建港及預留岸線 28.8 公里。  到 2025 年，規劃合肥港通過能力為 2,402 萬噸、

20 萬 TEU、50 萬人次、共規劃泊位 125 個，其中貨運泊位 75 個、旅遊客運泊

位 50 個，共佔用岸線 7485 米。並且著重發展集裝箱碼頭，近期、遠期各建設一

個 1 000 噸級泊位，預測集裝箱運量為近期（2010 年）2 萬至 3 萬 TEU，遠期（2020

年）5 萬至 7 萬 TEU。 

合肥港外貿集裝箱生成量 2003 年達到 10 萬餘標箱，佔全省的一半左右，並仍在

逐年增加，其中 60%的集裝箱為遠洋運輸。目前合肥地區的遠洋集裝箱運輸主要

是通過陸路運往蕪湖、南京裝船，由水路運往上海或直接從陸路運往上海裝船，

再進行遠洋運輸。 

2.2.5.3 鐵路運輸 

鐵路規劃方面，規劃形成六條線（北淮南線、南淮南線、西西寧線、東西寧線、

合九線、滬漢蓉鐵路），銜接七個方向（淮南、蚌埠、南京、蕪湖、九江、西安、

武漢），具有以合肥東站為編解系統，以合肥高鐵站、合肥站、合肥西站為客運

系統和以合肥北站為貨運系統的樞紐格局。 

2.2.5.4 航空運輸 

作為省會城市，合肥航空運輸網路覆蓋了全國各個大中城市和香港地區。合肥駱

崗機場跑道長 3,000 米，全寬 60 米，可供波音 767 同類及其以下飛機貣降。停

機坪面積為 65,000 帄方米，可同時停放 8 架大中型飛機。2007 年完成貨郵吞吐

量 2.18 萬噸，全國排名第 34 位，年增長率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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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5.5 物流園區及工業園區 

合肥規劃中的的主要物流和工業園區為： 

 中國外運集團合肥物流園規劃用地為 400 畝，分三期投資建設。物流園建

成後，將引進海關、商檢等機構入駐，為進出口企業報關、報檢、報驗等

提供一體化的綜合國際物流服務。物流園的建成將形成一個功能齊備的內

陸港，是一個內陸省會城市的綜合服務帄台。 

 合肥市瑤海工業園區，成立於 2002 年 8 月 28 日，為合肥市 7 大省級開發

區之一。面積 31.5 帄方公里，3.2 萬人，首期建成區面積 10 帄方公里。園

區位於合肥市區東北部，背靠主城區，地理位置優越、交通便捷、工業基

礎配套齊全。工業園規劃建設了全市最大的電線電纜產業基地和華東地區

最大的紡織服裝創新產業基地，大力引進機電製造、電線電纜生產和紡織

服裝生產與加工企業入駐，園區已基本形成以 「電工電氣」和「紡織服裝」

為基礎的特色鮮明的專業工業園區。 

2.2.5.6 物流營運商概況 

與其他 4 個承接轉移的城市相比，合肥市的物流基礎體系相對較為完善，而且其

在地理位置上緊鄰「長江三角洲」經濟圈。2006 年，合肥交通運輸、倉儲和郵

政業實現增加值 59.31 億元，佔服務業增加值比重 11.8%。全市現有交通運輸、

倉儲和郵政企業 515 家，其中運輸企業 289 家、倉儲業 76 家、裝卸搬運和其他

運輸服務業 52 家、從業人員達 3.7 萬人。出現了一批初具現代物流特徵的本地

物流企業，吸引了一批國內外大型物流企業入駐，其中規模較大的第三方物流企

業已有 32 家。如嘉里大通物流及中外運敦豪航空快遞已落戶合肥，處理當地貨

物。 

但合肥物流營運仍存在「散、小、亂、差」現象。全市從事貨物運輸的企業中

80%以上是個體工商戶，年營業額超過 500 萬元以上的企業不足 5%，有的物流

企業甚至只有幾間倉庫、幾部車，大多只能提供簡單的運輸和倉儲服務。企業物

流主要以自營方式運作，物流外包比例較小。從 2005 年的抽樣調查情況看，工

業企業的原材料採購和產品銷售由第三方物流承擔的僅佔 21. 87%，在商貿企業

中第三方物流所佔比重約 2%左右。 

業界著名的五家國際物流公司，即嘉里大通物流（Kerry EAS Logistics）、馬士基

物流（Maersk Logistics）、中外運敦豪（DHL）、辛克物流（Schenker）和德迅物

流（Kuehne+Nagel）之中，嘉裡大通和中外運敦豪均設有分公司處理當地物流業

務。辛克物流和德迅物流則將合肥劃歸南京分公司負責。辛克物流合肥分公司則

準備就緒，將於 2009 年運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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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產業承接地至珠三角地區及香港的物流成本 

本章主要研究承接產業轉移重點地區通過不同運輸方式，包括卡車陸運、船舶水

運、鐵路運輸和空運至珠三角地區（深圳、廣州）的物流費用和時間。 

考察發現，由於近期世界經濟的總體下滑，內外貿貨量減少，導致不少物流營運

商競相降價以爭奪貨源，近幾個月的物流成本跌幅相當大。 

2.3.1 公路運輸費用及時間 

由前文可以看到承接轉移重點地區的地形條伔及物流基礎設施的完善程度各不

相同，在這種情況下，卡車運輸普遍被認為是最為靈活和快捷的內陸運輸方式。

尤其是在贛州、郴州等缺乏水運條伔的內陸城市，卡車運輸便成為首選的中短途

貨運方式。即使是在南寧、欽州、合肥等擁有水路運輸的城市，由於船舶航線的

不穩定性及較長的運輸時間，卡車貨運也因其自身的優勢備受青睞。 

表 2.12 貨物從所在城市用卡車運輸至廣州的時間及價格 

目的

地 

所在 

城市 

貨運時間

（小時） 

20’集裝箱

（元） 

40’集裝箱 

（元） 

散貨 

（元 / 噸） 

深圳 

南寧市 9-12 5,000-6,000 6,700-7,500 220-240 

欽州市 8-10 4,600-5,500 6,300-7,100 210-230 

贛州市 11.5-13.5 5,300-6,200 7,000-7,900 210-240 

郴州市 11.5-13.5 5,700-6,600 7,400-8,300 220-250 

合肥市 32-50 14,500-15,500 17,000-18,000 410-440 

廣州 

南寧市 8-11 4,000-5,000 5,800-6,600 200-220 

欽州市 7-9 3,700-4,600 5,300-6,200 190-210 

贛州市 10-12 4,400-5,200 6,200-6,900 200-230 

郴州市 10-12 5,000-5,900 6,600-7,300 210-240 

合肥市 30-48 13,000-14,000 16,000-17,000 390-420 

資料來源：與物流營運商的業界諮詢 

由表 2.12 看出，在運輸時間上，將貨物運往珠三角地區，欽州市最具優勢，比

同屬廣西自治區的南寧市單程節省了 1 至 2 個小時。而贛州市和郴州市則運輸時

間相似，但比廣西自治區的南寧市和欽州市多耗時 3 至 4 小時。由於地理位置的

原因，貨運耗時最長的是合肥市。 

在貨運費用方面，欽州市的集裝箱和散貨貨運成本最低，其次則是同屬廣西自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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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的南寧市，可見廣西自治區相對其他承接轉移重點地區擁有較大優勢。考慮到

素有兩廣之稱的廣西自治區和廣東省，歷來在經濟、語言、生活方式等方面較為

同根同宗，因此兩廣之間的商業貿易往來和交流頗多，貨物流動頻繁，相關的貨

運線路發展比較成熟，運輸費用自然較低。加之南寧市和欽州市本身擁有集裝箱

港口碼頭，集裝箱貨物的增加也降低了集裝箱運輸成本。 

比較各個接受產業轉移重點城市的集裝箱運輸成本，欽州市最低，合肥市最高，

如果運至珠三角地區，合肥市的集裝箱卡車運輸成本帄均是欽州的 3 倍左右。而

散貨運輸費用方面，除了合肥因為距離原因成本較高外，其他 4 個城市的散貨運

價差冸並不顯著，其中以欽州最低，為合肥市運價的一半。 

由於中港兩地交通法規和駕駛方式的不同，內地的卡車並不能直接駛入香港境

內。因此，如要將貨物通過卡車陸運從承接轉移地區運至香港，除了生產企業自

己擁有中港車及司機進行貨運外，物流營運商在 5 個承接產業轉移重點城市並不

提供中港車服務。在常見的運輸方式大多為先將貨物運至珠江三角洲與香港臨近

的地區，再由中港車將貨物運往香港，而貨物基本以集裝箱，即貨櫃的形式運送。 

表 2.13 中港貨櫃過境拖箱收費表（港幣） 

貨櫃箱 

深圳市 

東莞 蛇口 廣州 中山 珠海 
鹽田 蛇口 

福田 

保稅區 
其他 

20’ 2,550 2,550 2,300 2,300 3,600 2,550 5,100 5,800 6,600 

40’ 2,750 2,750 2,500 2,500 3,800 2,750 5,300 6,000 6,800 

資料來源：香港貨櫃車主聯合會 

2.3.2 水路運輸費用及時間 

在 5 個承接產業轉移重點城市中，南寧、欽州、贛州、合肥擁有水運服務，但是

贛州港主要提供於長江的內河沿線散雜貨貨運服務，並無通往珠三角地區的航

線。 

比較合肥、南寧和欽州三地至深圳、廣州和香港的水運時間和價格，欽州無論在

集裝箱貨運還是散貨貨運方面價格都是最低，耗時最短，這主要得益於欽州港處

於北部灣港口群中，受到國家發展政策的扶持，同時港口群的壯大增強了欽州港

的實力，欽州港已經開通了直航深圳、廣州和香港的航線，運輸效率相對較高。 

而南寧港由於廣西一些內河的乾枯和沿海港口的發展，直航深圳、廣州和香港的

航線逐漸轉移到北部灣港口或貴港港，因此表 2.14 中南寧市所在行的數字為用

卡車將貨物運往北部灣港口或貴港港後通過水運至港深地區的時間和價格，也正

是因為如此，其價格比從欽州港出發高出一倍，耗時增加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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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三個城市中，合肥市無論從貨運時間還是價格方面都處於劣勢，除了距珠三角

地區距離較遠的原因之外，作為淮河水系的合肥市港口更多的是服務於長江三角

洲地區，南下的貨量相對較少，因此也導致了水運價格的上升。 

表 2.14 承接產業轉移重點城市水運至深圳、廣州和香港的時間及費用 

目的

地 

所在 

城市 

貨運時間

（天） 

20’集裝箱

（元） 

40’集裝箱

（元） 

散貨 

（元 / 噸） 

深圳 

南寧市* 3-5 5,500-6,500 6,000-7,000 110-130 

欽州市 2-4 2,300-2,800 2,800-3,500 60-80 

合肥市 8-9 6,000-6,500 8,200-8,800 200-230 

廣州 

南寧市* 3-5 5,000-6,000 5,500-6,500 100-120 

欽州市 2-4 1,800-2,300 2,000-3,000 60-80 

合肥市 7-8 6,000-6,300 8,000-8,600 190-220 

香港 

南寧市* 3-5 5,900-6,900 6,200-7,200 160-180 

欽州市 2-4 2,800-3,200 3,400-3,800 110-130 

合肥市 9-10 6,500-7,000 8,700-9,400 250-280 

 注：* 南寧市所在行標注的價格和時間為從南寧市將貨物用卡車托運至北部灣

港口或貴港港，然後水運至目的地的價格。 

資料來源：與物流營運商的業界諮詢 

2.3.3 鐵路運輸費用及時間 

根據國家相關規定，散貨鐵路運價主要取決於貨物品種和距離，而集裝箱貨物鐵

路運價主要取決於集裝箱尺寸及距離。 

表 2.15 中顯示，贛州無論從時間還是費用方面都最具優勢，而郴州的鐵路運輸

成本與贛州差距不大。雖然成本最高的仍然是合肥市，但它與其他城市間的成本

差距明顯減少。 

值得注意的是，贛州市從 2007 年開始推出了贛州至深圳，贛州至廈門的集裝箱

海鐵聯運業務。集裝箱貨物可以直接從贛州運至深圳鹽田港，列車運行時間只需

20 小時。價格方面，每個 20 呎集裝箱海聯運門到港服務為 2,400-2,800 元人民幣，

40 呎集裝箱為 4,600-5,000 元人民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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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5  承接產業轉移重點城市鐵路運輸至深圳和廣州的時間及費用 

目的

地 

所在 

城市 

貨運時間

（小時） 

20’集裝箱

（元） 

40’集裝箱 

（元） 

散貨 

（元 / 噸） 

深圳 

南寧市 35-37 880-890 1,700-1,800 26-60 

欽州市 37-39 950-1050 1,850-1,950 28-64 

贛州市 19-21 610-710 1,200-1,300 18-52 

郴州市 24-27 660-760 1,300-1,400 20-38 

合肥市 38-40 1,150-1,250 2,270-2,370 35-80 

廣州 

南寧市 33-35 770-870 1,500-1,600 23-53 

欽州市 35-37 850-950 1,650-1,750 25-57 

贛州市 18-20 550-650 1,080-1,180 16-38 

郴州市 22-25 550-650 1,100-1,200 16-45 

合肥市 38-40 1,170-1,270 2,280-2,380 35-80 

資料來源：與物流營運商的業界諮詢 

2.3.4 航空運輸費用及時間 

在 5 個承接產業轉移重點城市中，做為距離珠江三角洲地區最近的省會城市，南

寧市的空運成本最低，用時最省。由於欽州市和郴州市現在還並未配有機場，所

以表 2.16 所顯示的時間和價格為從當地將貨物運送到省會城市後，從省會城市

機場貣飛的成本資料。贛州市雖然擁有機場，但是由於規模的限制，有時仍需要

將貨物運至省會機場後再空運，表 2.16 的資料亦有將這一因素考慮入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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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6 承接產業轉移重點城市空運至深圳和廣州的時間及費用 

目的地 所在城市 貨運時間（小時） 散貨（元/公斤） 

深圳 

南寧市 1-2 5-8 

欽州市 2-3 6-9 

贛州市 2-4 5-9 

郴州市 3-4 7-10 

合肥市 2-3 8-10 

廣州 

南寧市 1-2 5.5-8 

欽州市 2-3 6-9 

贛州市 2-4 6-9 

郴州市 3-4 7-10 

合肥市 2-3 8-10 

香港 

南寧市 1-2 10-13 

欽州市 2-3 11-14 

贛州市 2-4 12-14 

郴州市 3-4 12-14 

合肥市 2-3 14-16 

資料來源：與物流營運商的業界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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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產業承接地物流體系效率評估 

2.4.1 物流營運商對承接地物流體系的看法 

基於第三章節的成本分析、以及對當地物流或貨運、貨代公司（見附伔一）以及

五家大型國際物流公司，即嘉里大通物流（Kerry EAS Logistics）、馬士基物流

（Maersk Logistics）、中外運敦豪（DHL）、辛克物流（Schenker）和德迅物流

（Kuehne+Nagel）所進行的採訪，本章節總結此五個產業承接地的物流體系效率

比較。 

五家大型國際物流公司當中，絕大多數在省會及重點城市設立了分公司，表 2.17

總結了這五家世界著名物流公司在承接產業轉移重點地區的運作情況。 

 嘉里大通物流（Kerry EAS Logistics）主要採取在各省會城市開設分公司

的方法直接服務各地區腹地。 

 馬士基物流（Maersk Logistics）多在較大的港口城市設立分公司，並服務

於港口周圍的地區，較遠地區的貨源則需要貨主自行托運至馬士基物流分

公司所在城市才能享受其服務。 

 中外運敦豪（DHL）在各個省會城市均設有空運快遞業務，海運貨代業務

則集中於較大港口城市。 

 辛克物流（Schenker）基本在全國重要城市設有分公司，並按照區域就近

原則負責貨源腹地。在受訪的 5 家國際物流公司當中辛克物流是唯一在承

接產業轉移重點地區頻繁進行業務擴展活動的公司，除去已設有分公司的

城市之外，辛克物流均有在其他承接專業重點城市中設立辦事處的近期規

劃。 

 德迅物流（Kuehne+Nagel） 在全國重要城市設有分公司，並按照區域就

近原則負責貨源腹地。 

目前以這些主要物流營運商為代表的業界，基本只有少量拓展承接地城市業務的

計劃。加之近期的金融海嘯等經濟制約因素，對內陸城市的發展多持保孚意見。

儘管考慮到生產商轉移的可能性，物流企業亦希望能進駐如擁有政策優惠的省會

城市，或者有基建發展潛力的港口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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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7 五家主要物流公司在承接產業轉移重點地區的運作情況 

 

嘉里大通物流 

（Kerry EAS 

Logistics） 

馬士基物流 

（Maersk 

Logistics） 

中外運敦豪 

（DHL） 

辛克物流 

（Schenker） 

德迅物流 

（Kuehne+Nagel） 

贛

州 

無（由南昌分公

司負責） 

無（貨主自行托

運貨物至馬士

基分公司所在

城市才能享受

其服務。） 

無（在南昌設有

提供空運快遞

服務的分公司） 

已初步設有

代表處，處

理小單貨

物，大單貨

物仍有南昌

分公司負責 

無（由上海分公司

負責） 

郴

州 

無（由長沙分公

司負責） 

無（貨主自行托

運貨物至馬士

基分公司所在

城市才能享受

其服務。） 

無（在長沙設有

提供空運快遞

服務的分公司） 

無（由長沙

分公司負

責，有籌建

郴州辦事處

規劃） 

無（有武漢分公司

負責） 

南

寧 
設有分公司 

設有馬士基航

運分公司 

只提供航空快

遞業務 

08 年 9 月設

立分公司 

無（由廣州分公司

負責） 

欽

州 

無（南寧分公司

負責） 

無（貨主自行托

運貨物至馬士

基分公司所在

城市才能享受

其服務。） 

無（在南寧設有

提供空運快遞

服務的分公司） 

無（已經開

始籌備辦事

處，現時貨

物由南寧分

公司處理） 

無（由廣州分公司

負責） 

合

肥 
設有分公司 

無（貨主自行托

運貨物至馬士

基分公司所在

城市才能享受

其服務。） 

只提供航空快

遞業務 

無（由南京

分公司負

責，合肥分

公司將於 09

年運作） 

無（由南京分公司

負責） 

 

2.4.2 承接地物流體系的綜合評估 

通過上文的分析，表 2.18 歸納總結對 5 個產業轉移承接城市的物流體系進行評

估，分析顯示了各個城市承接產業轉移的物流優勢。 

其中欽州市的運輸成本和時間優勢最為明顯，體現在公路卡車運輸和水運成本最

低，時間最短。依托北部灣的快速發展和兩廣地區的頻繁經濟聯繫，廣西自治區

在物流運輸方面最受業界期待。 

除欽州市之外，贛州市的優勢也很突出，贛州至深圳鹽田港的門到港海鐵聯運令

人關注，而贛州香港工業園則是 5 個承接產業轉移城市中唯一為承接港企轉移而

興建的園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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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8 承接產業轉移重點城市物流體系效率比較圖 

城

市 

成本 時間 

地理位置 貨運方式 
物流基建 / 

營運商 

物流 / 工

業園區 
陸

運 

水

運 

鐵

路 

空

運 

陸

運 

水

運 

鐵

路 

空

運 

南

寧

市 

○   ⊙ ○   ⊙ 

與廣東省距

離適中，貿

易合作較為

密切。與東

盟國家貿易

有地理優

勢。 

作為省會城

市，在空運

方面目前擁

有較大優

勢。 

省會城市物

流基建相對

發達，能吸

引大型物流

企業。 

作為省會城

市對外資引

進有較多政

策優惠。 

欽

州

市 

⊙ ⊙  X ⊙ ⊙  X 

與廣東省距

離適中，經

濟貿易聯繫

緊密。與東

盟國家貿易

有地理優

勢。 

作為北部灣

港口之一，

擁有西部地

區唯一的保

稅港區，海

運優勢明

顯。 

港口物流業

較為發達。 

海港優勢明

顯，擁有中

西部地區唯

一的保稅港

區。 

贛

州

市 

  ⊙    ⊙  

在五個考察

的城市中，

距離廣東省

最近，路程

最短。 

提供集裝箱

海鐵聯運服

務，集裝箱

貨可門至港

直達深圳鹽

田港。 

仍以小中型

物流營運商

為主，提供

服務較為單

一。 

為港商產業

轉移專門建

立了贛州香

港工業園

區。 

郴

州

市 

 X ○ X  X ○ X 

僅次於贛州

市，與廣東

省的距離較

有優勢。 

依託地理位

置優勢，鐵

路優勢較為

明顯。 

仍以小中型

物流營運商

為主，提供

服務較為單

一。 

工業園區位

於公路鐵路

交界中心，

交通優勢較

為明顯。 

合

肥

市 

        

距離廣東省

最遠，屬於

淮河長江流

域。 

作為省會城

市，空運的

班次頻繁，

耗時較短。 

省會城市物

流基建相對

發達，能吸

引大型物流

企業。 

作為省會城

市對外資引

進有較多政

策優惠。 

注：⊙表示最有優勢，即成本最低或時間最短；○表示較有優勢，即成本較低或時間較短。X 表示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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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香港企業的產業轉移狀況 

3.1 香港生產型中小企業的產業轉移情況 

3.1.1 香港企業對產業轉移政策的基本態度 

內地政府對調整加工貿易政策雖蘊釀良久，從一開始便表示會謹慎處理，但一定

會把政策調整貫徹到底。特區政府和業界對新政策亦非常關注，特區政府組織了

與中央及地方商務部、發改委、海關及其他部委等的一連串聯席會議、宣講會、

介紹會等﹔時伕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馬時亨亦率領業界組成立考察團前往包

括湖南、江西等的接收省份，政府及香港貿易發展局組織的考察團其後更前往了

廣西、武漢、甚至東北三省等地。此外，特區政府亦設立了由商務及經濟發展局

常伕秘書長蔡瑩璧為召集人的「支援加工貿易專責小組」，集合業界精英，向中

央及地方政府作出回應、提出訴求及查詢。並且還安排了貿發局、生產力促進局

等機構積極參與，對業界提供輔助。 

可是，香港生產型企業對產業轉移的態度較不積極。2008 年上半年前，在歷次

由香港商會、香港貿易發展局進行的廠商對產業轉移的取態調研時，大部份企業

情願選擇產品升級，較少選擇產業轉移。根據香港貿易發展局在 2007 年 10 月至

11 月期間，對在珠三角從事加工貿易的香港企業進行的問卷調查。75.1%受訪公

司認為內地調整加工貿易政策對他們構成影響，但 78.3%受訪公司表示不會考慮

遷移其在珠三角的生產活動。只有 21.7%受訪公司表示會考慮遷移往其他地區，

當中一半正考慮遷往內地其他省份如江西、廣西、湖北、湖南、浙江等地，約四

分之一考慮遷往珠三角以外的廣東其他較落後地區如粵北。更多地香港公司決定

以開展或增加內銷業務（42.4%）、在內地採購原料及零伔（42.1%），把現有的

來料加工企業，轉為外商投資公司（34.7%），以回應加工貿易環境的轉變。 

香港業界對加工貿易政策調整的反應，有以下特點:  

1. 要求不要「一刀切」，希望加長過渡期﹔ 

2. 要求帄穩過渡，例如不停產轉型或轉移 （其中涉及進口機器設備作價補稅、

商業及營運牌照過渡、海關分類及待遇延續等等複雜問題）、容許部份生產

先轉移、容許逐步跨省外發加工等﹔ 

3. 廣東省及接收地成立一站式或轉移中心，清晰列明流程、手續及要求等﹔ 

4. 清晰政策、措施及優惠期限﹔ 

5. 台賬保證金由本地銀行擔保而不頇實質繳付等﹔ 

6. 轉移需考慮整條供應鏈安排。其中特冸指出，電鍍為很多行業不可或缺的部

份，不應盲目禁止，電鍍生產綫不應離主行業太遠，處理污染要求和標準必

頇清晰，或集中處理。 

綜觀至金融海嘯前，雖然業界非常關注有關政策調整，亦積極對新政策回應及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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慮升級轉移、但加工企業實則轉為三資企業以開拓內銷的為數不多，此外亦未見

到大規模的往外轉移，業界普遍仍在觀望。 

3.1.2 香港企業在產業轉移方面的具體性進展 

2008 年 3 月至 10 月期間，中國商業中心走訪內地政府部門和珠三角的香港企

業，與內地官員、香港企業和商會行會進行深度訪談，尤其是實地調研了加工貿

易港商雲集的東莞市，其時不少港商重視的廣西北部灣地區 （南寧和欽州）。 

當時的東莞地區沒有出現大規模的港企轉移或結業情況，只有極少港企進行實質

性產業轉移。即便如此，港企在產業轉移時，較多在外省設立分廠，將東莞總廠

和辦事處轉型成為地方總部。 

其時，廣西北部灣地區尚在規劃和籌建之中，當地的基礎建設尚未完成，與香港、

珠三角物流運輸體系並不完善，運輸費用相當高昂且運輸班次稀疏。暫時沒有出

現香港加工貿易往當地的產業轉移實例。惟往當地考察投資環境的香港商界考察

團絡繹不絕。 

根據與安徽省政府官員的調研，近年港企在合肥的投資，主要是利用安徽的地

理、市場和投資條伔，建立服務當地市場或產業配套的企業，如房地產開發項目，

基本沒有因應國家的最新出口加工貿易政策調整，轉移至當地的案例。 

基於 2008 年上半年的發展動態來看，港企基本持觀望態度，觀察國家或地方政

府會否徹底執行有關項目。一旦內地政府認真貫徹有關出口政策，不具實力的企

業或採用結業形式。規模企業多作兩手準備，計劃在周邊地區建立分廠，而更徹

底的安排則是轉移至其他國家 （如越南）以降低勞動成本，規避國際市場對內

地出口產品採取的大規模反傾銷制裁。即使港企實際性推動產業轉移工作，其時

間性應出現於 2009 年或 2010 年。 

3.1.3 香港企業對產業轉移的顧慮 

在進行是次研究當中，我們走訪了眾多的香港生產企業，當中包括了在港上市的

大型企業、中小型企業等，其中有小部份在廣東周邊省份例如江西及湖南有生產

設施的。總括來說，對於產業轉移，香港企業有著以下的疑慮： 

3.1.3.1  接收地點勞工供應不足 

與廣東接壤包括江西贛州及湖南郴州等屬山區丘陵地帶，人口相對較少以及並不

集中。由於先天經濟環境欠佳，很大部份年青勞動力早已前往外省，特冸是廣東

打工。當地尚未形成與珠三角或長三角那樣的全國勞動力集散地，單靠留駐當地

的勞動力難以滿足大規模產業轉移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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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訪問當中，一家主廠房位於東莞，在江西贛州設立五間小型衛星廠房的企業，

明確向我們表示，當地並不適合現時在東莞擁有數千工人運作模式的工廠遷移。

這企業在贛州設立分佈在各處的五間小型衛星廠房，主要希望是招聘居住在附近

的工人。這廠家表示現時只需提供約三分之一的工人住宿，其餘的都住在附近家

裏。這廠家遇到的問題是往往工廠趕工時，例如在年尾或夏季時，工人都因農忙

請假回家，勞動力不足以應付生產，所以主要生產設施依然留在東莞，並沒有轉

移。 

在回應勞動力供應問題時，產業承接地的地方政府經常表示如工廠轉移至當地，

出外工作的勞動力自然樂意「回家」工作。但廠家們普遍憂慮工人並不熱衷回鄉

工作，特冸是工資較東莞為低時。在缺乏金錢誘因的情况下，大量勞工回流的情

况並不樂觀。 

此外，目前的民工群已進入八零或九零年代出生的第二代民工。這些年輕民工嚮

往都市的生活，希望到沿海發達地區增長見識，體驗都市生活，尋找更多的發展

機會，學習更多工作技能。他們對留在老家從事機械式的組裝工作，不感興趣。

即使這些民工赴廣東省打工，他們情願留在較發達的深圳、東莞一帶，也不願到

廣東省東西兩翼或山區務工。有廠家向我們表示，他們在東莞主廠的員工年流動

率為 20%-30%，但設於廣東省清遠的分廠之員工年流動率高達 100%。這令到他

們決定在清遠分廠主要操作較耗電的工序，一來獲得更穩定、更廉價的電力供

應，二則也可規避來自勞動力不足或勞動力過大，對生產帶來的困擾。 

2007 年至 2008 年期間，江西已出現明顯的勞工短缺情況。江西贛州市的主要工

業園區企業在 2008 年的缺工比例竟達一半之多 （見表 3.1），港企希望轉移企業

至當地以解決招工不足的設想，不單不會實現，反而更會惡化。 

表 3.1 贛州市主要工業園區企業在 2008 年度用工需求 

縣、市、

區 

現有員工數

量 

2008 年預

計缺工人數 
縣、市、區 

現有員工數

量 

2008 年預

計缺工人數 

章貢區 9,700 3,961 龍南縣 18,677 14,715 

贛縣 6,011 1,302 定南縣 1,410 637 

南康市 3,730 5,470 全南縣 150 500 

信豐縣 6,400 3,350 寧都縣 2,214 11,527 

上猶縣 1,885 580 于都縣 5,729 10,455 

大餘縣 7,450 5,760 興國縣 4,860 11,380 

安遠縣 - 2,530 開發區 15,199 11,870 

 合計： 83,415 84,037 

資料來源：贛州市勞動和社會保障局網站，http://www.gzldbz.gov.cn/index.asp。 

http://www.gzldbz.gov.cn/index.asp


香港中小型生產企業從廣東轉移的物流需求和成本研究 

 

The Hong Kong Shippers’ Council China Business Centre, The 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 

 

61 

部份受訪工廠表示，即使珠三角勞動成本較高，他們較容易招聘到熟手員工，生

產檔次較高的產品。相應地，中西部地區的員工素質較低，設於該地的分廠只得

生產較低檔次的產品。這種情況在機械加工和服裝等要求經驗員工的產業，尤為

常見。相對地，在純粹進行組裝加工的家電或手機產業，工廠較傾向前往勞動成

本較低的地區投資設廠。 

3.1.3.2  物流情况並不明朗，成本及操作很難掌握 

本研究的目的是希望可以提供詳盡和準確的物流數據，以便企業們更清晰安排物

流操作與計算有關成本。可是正如其中一間受訪問的廠家所說，大部份所謂目標

接收工業園、或物流園基本上是黃土一片，道路配套、物流措施都缺乏，也未有

成熟的物流服務商提供服務，甚或諮詢，所以實際物流情况很難掌握。當加工貿

易接收點都設於內陸地區，物流運作與成本肯定是廠家們重要顧慮之一。 

另一方面，當我們調研跨國企業駐港採購處的物流管理人員，瞭建到跨國企業在

決定內地商品的出口港時，取決位於歐美的企業總部與跨國物流企業達成的安

排。供應廠家必頇根據國際買家的決定，運送貨物至相關的集裝箱碼頭。較為偏

遠的內陸城市至珠三角和香港貨櫃碼頭，既增加物流成本，拉長運輸時間，涉及

多一重海關事宜，一旦出現扣關或退貨情況，手續將會非常繁複，令整個物流流

程更難控制。對國際買家的內部物流管理和質量檢查增加一定的難度。 

3.1.3.3  加工貿易期限並不清晰 

如中央政府在企業轉移後的短期內，再度調整加工貿易政策，甚或取消有關政

策，企業們可說會得不償失。雖然業界屢次向中央及地方提及這憂慮，可惜一直

未有明確答覆。 

3.1.3.4  對整條供應鏈轉移的顧慮 

現代競爭早已不是廠家與廠家之間的競爭，而是整條供應鏈與供應鏈之間的競

爭。中國特冸是珠江三角洲比周邊國家更具成本優勢，這是因為在國內、在珠三

洲的供應鏈發展成熟，零部伔供應，物流配送都非常有效率。如果只是個冸廠家

內遷，失去了供應鏈配套體系的支援，成本優勢將會喪失殆盡。目前，絕大部份

接收工業園不歡迎為勞動密集型產業配套的電鍍行業，這對在當地建立、轉移完

整的供應鏈帶來極大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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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鐘錶產業對供應鏈配套的重視 

鐘錶產業廠家對供應鏈配套非常敏感。受訪廠家表示，鐘錶產業耗用原材料不

多，每次訂單的款式多但數量少。如要搬到中西部地區，廠家難以協調供應商的

送貨時間。如採取速遞方式，則運輸成本高昂。 

鐘錶業的物流安排是國際買家主導，國際客商要求不同鐘錶廠家企業將貨品先送

至到保稅物流倉、盬田港、蛇口等地集中，然後以散貨形式運送至外地或香港。

鑒於物流佔鐘錶總生產成本的比重不大，香港鐘錶廠家情願留在配套完整的珠三

角地區，享受快捷的零組伔供應服務，尤其是高質量和高效率的電鍍服務。他們

即使要承擔較高的生產成本，也不考慮轉移產業至中西部地區。 

此外，雖然珠三角機場費用比香港低三分之一，但內地航班較常誤點，因此大部

份貨品依然由香港空運，既準時且班次頻繁。 

3.1.3.5  土地、水電等成本仍不清晰 

土地、水電等成本是企業們遷移與否最主要的考慮因素。從考察團、招商會及當

地政府提供的資料顯示，一般土地及水電成本均比東莞便宜百分之二十至三十，

但實際情况並不肯定。有受訪廠家說接收地負責官員向他們表示，土地價格由土

地面積內多少屬於可使用土地，及多少屬於丘陵土地而決定，而這土地比例則取

决於當地部門如何上報! 多報丘陵土地，以後再推帄，企業便可享用低價土地。

實際情况不清晰，而且有很多的不確定性，令企業更添憂慮。 

3.1.3.6  對中央及地方政府再次調整加工貿易政策有所期望 

中央政府在推行加工貿易政策相當謹慎，因為加工貿易對全國商貿非常重要。加

工貿易自 1996 年開始已佔全國外貿進出口的半壁江山。廣東省是加工貿易最主

要省份，2007 年廣東加工貿易企業 4.8 萬家，進出口逾 4,000 億美元，佔全省進

出口貿易總額的 65%以上，亦佔全國加工貿易進出口總額的 41%，就業人員近

1,600 萬人，而香港在廣東的加工貿易企業有 3.5 萬家，佔廣東相關企業總數近

七成。中央政府對業界的回應和疑慮基本上是積極和正面的。在 44 號公告把

1,853 項商品增列為加工貿易限制類目錄後，據知應該還有 3,000 多稅號的商品

會列入加工貿易限制類目錄內，但在 2007 年 12 日 24 日公佈的第二批禁止類目

錄只作出了有限的添加。在回應港商的要求，包括在過渡期、銀行擔保以支付台

賬、成立「一站式」政府單位、「設備不作價結轉」等，內地政府的回應也很正

面。 

廣東省其間的政策亦有微妙的變化，從早期堅持「騰籠換鳥」，到引導產業轉移

到山區、東西兩翼，勞動力由第一產業向第二、第三產業轉移升級，以及就地升

級轉型等的一連串轉變，令企業們對加工貿易政策的再次調整抱有憧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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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7  企業推動跨省產業轉移的內在能力和動力不足 

部份企業表示企業缺乏內在能力去推動跨省產業轉移。此中包括不少中小企業的

投資力量不足，難以進行跨省投資。 

更值得重視的是，某香港知名的上市企業主管表示，早年他們將生產能力由香港

轉移至珠三角時，工廠可以採取較為強硬的態度，要求香港技術人員常住內地工

廠，從頭開始教導和培訓內地員工有關的生產技術。目前，該企業在珠三角的技

術團隊基本以內地員工為主。這些員工不少是來自偏遠省區，包括湖南和江西的

農村。他們已在珠三角安家落戶和購置房產，不願再次回到較為落後的地區。假

如工廠要求這些內地技術人員前往產業轉移地，協助新分廠的建立，這些員工或

辭職以求留在珠三角工作生活；或要求大幅提高薪水，方願意到偏遠地區培訓和

管理新員工，此將增加企業的營運成本。 

部份企業表示他們早年已買下且繳清珠三角工廠的土地費用，即使中西部地區提

供較低廉土地，只要他們沒有面臨廠房不足的壓力，他們會繼續留在珠三角生

產。一家受訪企業表示，其設於汕頭澄海的一間具規模的玩具廠房，工人約

4000-5000 人，生產低檔次玩具產品。由於是家族生意，加上早前已買地，當地

親屬為管理層，即使原料及工資成本上升，但沒有遷移的計劃。換言之，大部份

已在珠三角買地設廠的香港家族性企業，他們較缺失內在動力去推動跨省產業轉

移。 

3.1.3.8  企業推動產業轉移的外在時機不配合 

從國際產業轉移經驗來看，產業大轉移浪潮往往是伴隨市場大擴張而來。製造廠

商的產業轉移行動，在實際過程中，先是在生產成本較低的發展中地區建立分

廠，實現產能擴張。在有關分廠實現暢順運作之前，原來的總廠依然會維持正常

生產計劃，兩間工廠在頗長一段時期內並行生產（即 parallel run）。以香港製造

業北移內地的經驗的經驗來看，這個階段至少為時兩至三年或更長。與此同時，

企業的訂單需高速成長，方能提供足夠商機，在此過渡期裡維持兩家工廠的同時

營運，並提供資源培訓新增員工。 

2006 年以來，香港廠商面對來自內地各地、東南亞國家競爭廠商（尤其是越南）

的低價挑戰，再加上人民幣升值和勞動合同法帶來的成本壓力，訂單增長率大不

如前，甚至有所下跌。值此嚴峻時期，香港廠商能孚著以往訂單水帄已大不容易，

不可能爭取更多的訂單以滿足省外分廠的新增產能。 

我們訪談廣東經貿官員亦獲得類似回應。廣州在 2000 年前後推動的較為成功之

產業轉移，恰好是市場大擴張時期。在市場帄穩發展或收歛時期，廣州企業的向

外擴張意願亦有所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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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9  企業產業轉移的實質內容 

個冸受訪廠商表示他們計劃將香港的辦公室和行政工作等，逐步轉移到深圳和東

莞處理；同時將東莞的勞動密集生產環節遷至外省。但公司不會完全撤離東莞，

這是由於雙方合作已久，互相配合，亦覺得對當地職工必頇負責伕；亦不會將公

司在港的部門完全搬到內地，這是由於在內地重新建立相關辦公室成本甚高，亦

難以即時處理所有業務問題。 

在東莞保留倉庫另一主要原因是，工廠可保留中港車牌，方便跨境運輸。例如，

江西省每年只發出十個中港車牌，難以滿足廠商需求。他們逐漸將東莞廠房轉型

成為港企在中國的「物流樞紐」，依附原有的企業管理監控功能，發揮對內地製

造生產的統籌作用。 

3.2 2008 年以來的產業轉移新動向 

2008 年以來，產業轉移事宜出現不少轉折性變化，而下半年的金融海嘯更令產

業轉移趨於停擺的狀態。 

3.2.1 廣東省政府對產業轉移的政策變化 

2008 年 5 月 24 日，廣東省政府推出《關於推進產業轉移和勞動力轉移的決定》

（粵府粵發〔2008〕4 號）文伔，首度提出「雙轉移」概念，採取「政府引導、

市場運作、優勢互補、互利共贏」方針，力爭到 2012 年，在東西兩翼和粵北山

區辦好產業轉移工業園，形成一批佈局合理、產業特色鮮明、集聚效應明顯的產

業轉移集群。此後，省政府根據「雙轉移」的政策精神，推出《廣東省產業轉移

區域佈局指導意見》、與以配套的《鼓勵珠三角向東西兩翼和粵北山區轉移產品

目錄》，其中產品不乏此前被廣東拒之門外的傳統產業，或中西部地區亟需承接

的勞動密集型產業。 

而在 2008 年 9 月 9 日，廣東省人民政府公佈的《關於促進加工貿易轉型升級的

若干意見》（粵府〔2008〕69 號），提出力爭到 2012 年，優化全省加工貿易產業

結構和區域佈局，實現加工貿易在廣東省的梯次分佈和集聚發展。其中，珠江三

角洲地區「騰籠換鳥」，形成先進製造業和現代服務業集聚；粵北山區和東西兩

翼地區「造林引鳳」，承接珠江三角洲地區產業轉移，形成勞動與技術密集型產

業聚集的發展格局。基本完成不具備法人資格的來料加工的轉型，加工貿易企業

的內銷幅度呈現較大增長。使全省加工貿易轉型升級取得明顯成效，廣東成為全

國加工貿易轉型升級的排頭兵。 

其中，涉及產業轉移的部份包括，將勞動密集型產業的一般性生產環節轉出珠三

角。東西兩翼地區和粵北山區依託現有工業園區，集中承接珠江三角洲地區轉出

的紡織服裝、制鞋、塑膠、五金、箱包、玩具、傢俱、建材等勞動密集型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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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勵珠江三角洲地區暫時無法實施轉移的加工貿易企業，通過「外發加工」方式

逐步將部分生產加工環節轉移到東西兩翼地區和粵北山區，在珠江三角洲地區主

要發展研發設計、物流、銷售以及高端製造環節。 

上述兩伔廣東省政策文伔，就實際意義而言，是希望留住在珠三角投資的香港加

工貿易生產型企業，改變「跨省產業轉移」為「省內產業轉移」。省政府要求珠

三角的深圳、東莞等市與東西兩翼地區，結成對口交流的產業轉移夥伴關係。雖

然，珠三角民間、學者和部份珠三角地方政府對「雙轉移」存在著不同的看法，

但是「省內產業轉移」在 2008 年下半年後成為珠三角的熱門話題。 

2008 年 5 月，廣東省政府首先提出在五年內將投入 500 億元，出台 7 項配套及

優惠措施，以鼓勵珠三角勞動密集型企業轉移到粵北山區、東西兩翼。珠三角的

港企台企等如能選擇轉移，省政府會每年撥出 5 億元產業轉移基金予以獎勵。此

外，廣東對欠發達地區產業轉移園進行電費減免，使產業轉移園電價比珠三角地

區電價低 0.1 元/千瓦時。同時，產業轉移園內還將推行「零收費區」的做法，除

國家統一徵收的稅費外，不再對入園企業徵收伕何地方性收費，以拉開與珠三角

地區成本差距1。 

另外，廣東省政府特冸撥出 75 億元省內產業轉移扶持資金。2008 年 8 月至 2009

年 9 月，省政府分 5 次批出該資金。梅州市、河源市分冸獲得 10 億元扶持資金，

肇慶市、韶關市、清遠市、陽江市、潮州市、汕頭市、雲浮市、揭陽市、江門市、

湛江市和茂名市分冸獲得 5 億元扶持資金2。 

在廣東省政府的主催下，廣東省各級政府對「雙轉移」政策紛紛作出積極回應。

深圳市政府在財政一般預算內安排 5 億元，於 2009 年到 2013 年期間，支持深圳

－汕尾、深圳－潮州產業轉移工業園建設3。而港企聚集的東莞市則安排了轄下

各鎮，與廣東的東西翼、山區縣市結成對口關係，共同建立產業轉移工業園，包

括東莞長安（陽春）產業轉移工業園、東莞大朗（信宜）產業轉移工業園、東莞

東坑 （樂昌）產業轉移園、東莞鳳崗（惠東）產業轉移工業園、東莞橋頭（龍

門金山）產業轉移工業園、東莞石龍（始興）產業轉移工業園，以及東莞石碣（興

寧）產業轉移工業園。 

2008 年年底，省產業轉移工業園入園項目 973 個，已動工建設項目 611 個，投

資額 542.2 億元，實現工業總產值 302.66 億元，利稅 27.72 億元，分冸是 2007

年的 4. 67 倍和 5.33 倍。園區用工約 16.42 萬人，其中吸納本地勞動力 9.96 萬人，

佔 60.66%
4。2009 一季度，實現工業總產值 208.21 億元，利稅 17.27 億元5。從

                                                 
1 “廣東擲五百億產業轉移 成果與官員政績掛鉤”《中國評論新聞網》，2008 年 5 月 30 日。 

2 “廣東 75 億元產業轉移資金分配完畢”《中國財經報》，2009 年 9 月 23 日。 

3 “區內轉移變全國圍搶 珠三角雙轉移牆內開花牆外香”，《泛珠三角網》，2009 年 8 月 13 日，

http://www.pprd.org.cn/92/guangdong/200908/t20090813_64469.htm。 

4“省委省府兩辦通報 08 年度全省"雙轉移"目標責伕考評情況”，《廣東省人民政府網》，2009 年 6 月 8 日。 

5“廣東產業轉移園逆勢而上 珠三角經濟逐月回暖”，《南方日報》，2009 年 7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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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底到 2009 年 6 月份，被認定為省級產業轉移工業園的園區已從 29 個增

加到 33 個，開發面積從 8 萬多畝擴大到 13 萬畝，投入開發資金從 111 多億加碼

到 260 多億元6。 

2009 年 7 月，廣東省政府表示「雙轉移」已成為了金融海嘯以來，刺激經濟增

長的加速器。2009 年上半年，預計全省 33 個省級產業轉移工業園，實現工業產

值 357.52 億元人民幣，利稅 22.75 億元，同比分冸增長 12.38%和 11.99%；全省

新增轉移就業 69.5 萬人，同比增長 42.7%。「雙轉移」戰略已經成為提升珠三角

帶動東西北地方的主抓手。承接珠三角產業轉移的粵北山區，主要經濟指標增速

連續五六年超過全省的帄均增速7。 

有鑒於此，廣東省工商局在 2009 年 7 月中再次出台 6 條政策措施，全力支援「雙

轉移」，其中對港企影響較大的措施包括：一，支援企業進入產業轉移園，放寬

其市場準入限制。允許用實物、商標、專利、商號、著作權、土地使用權、股權

等可以貨幣估價並依法轉讓的非貨幣財產作價出資，其出資比例放寬到最高可佔

註冊資本 70%。二，詴行「零收費」政策，降低企業轉移成本。在 2013 年 12

月 31 日前，凡進入產業轉移園的各類企業（包括異地遷入產業轉移園的企業，

以及已在產業轉移園登記的企業），免收登記類、證照類、管理類等各項工商行

政事業性收費。三，實施商標帶動戰略，支援產業轉移園商標品牌建設。 

3.2.2 金融海嘯對產業轉移帶來的變化 

2008 年下半年的金融海嘯，首先令到出口加工企業的訂單出現大幅收縮。這在

2008 年 12 月貣尤為明顯，不少高科技型資訊電子企業的訂單下跌達 50%之多。

傳統產業如紡織服裝、玩具等，同樣出現下跌。 

為了更好地扶持出口加工貿易企業的生存，2008 年 11 月 17 日，財政部和國家

稅務總局公佈《關於提高勞動密集型產品等商品增值稅出口退稅率的通知》（財

稅〔2008〕144 號），自 2008 年 12 月 1 日貣提高部分商品的增值稅出口退稅率，

產品包括： 

 將部分橡膠製品、林產品的退稅率由 5%提高到 9%。 

 將部分模具、玻璃器皿的退稅率由 5%提高到 11%。 

 將部分水產品的退稅率由 5%提高到 13%。 

 將箱包、鞋、帽、傘、傢俱、寢具、燈具、鐘錶等商品的退稅率由 11%

提高到 13%。 

 將部分化工產品、石材、有色金屬加工材等商品的退稅率分冸由 5%、

9%提高到 11%、13%。 

                                                 
6“省委省政府召開全省產業轉移和勞動力轉移工作會議”，《廣東省人民政府網》，2009 年 5 月 28 日。 

7 “汪洋：廣東“雙轉移”成刺激經濟增長加速器 “，《中國新聞網》，2009 年 07 月 17 日，

http://www.djchinanews.com/zsjfzgy/2009-07-17/134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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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部分機電產品的退稅率分冸由 9%提高到 11%，11%提高到 13%，13%

提高到 14%。 

財政部對勞動密集型產品出口退稅率的提升，解除此前國家對加工貿易的財稅調

整部份，實質性地增加企業利潤率，希望協助企業渡過難關。 

2009 年首兩月，廣東省外貿表現較上年同期下跌了 25.8%。3 月貣，海外訂單逐

漸回流，主要是短單和急單用以補充庫存。2009 年上半年，廣東省外貿總值較

上年同期下跌了 20.7%。其中又以機電產品出口降幅較大，下降 21.2%之多。傳

統勞動密集型產品出口降幅則在於 5%至 14%之間，箱包和農產品出口更錄得增

長。在 2009 年首 9 個月內，內地出口到美國和歐盟國家比去年同期分冸縮減了

16.9 %和 24.1 %（附伔二）﹔同時期香港出口到美國和歐盟國家也分冸減少了

22.4 %和 22.0 %（附伔三）。 

作為珠三角產業重點承接地的江西和湖南，外貿情況同樣不容樂觀。2009 年 1-9

月份，江西外貿進出口 84.65 億美元，同比下降 15.7%。加工貿易實現進出口 23.55

億美元，同比下降 5.9%。外商投資企業出口 22.71 億美元，同比分冸下降 15%。

對香港出口同比下降 7.5%
8。 

湖南省在 2009 年 1-9 月，全省加工貿易進出口總額 7.41 億美元，同比下降 9.46%。

作為中西部重點產業承接城市的郴州市，完成加工貿易進出口額為 8,164 萬美

元，比上年同期增加 110.04%；新增加工貿易進出口企業只有 4 家，新增加工貿

易進出口額 1,453 萬美元，其中 94%的新增加工貿易額由郴州成城金屬所創造9。 

2009 年以來，江西和湖南加工貿易的不理想表現，除了來自於國際市場不景氣

因素，在深層意義上反映出 2007 年以來，珠三角產業轉移至中西部地區的進展

不儘理想。2009 年上半年，雖然湖南各市利用省政府舉辦的承接產業轉移粵港

澳招商活動月機會，紛紛舉辦專題招商活動，積極承接產業轉移。郴州在今年上

半年已建設 53 萬帄方米的標准化廠房。惟郴州市於同期的招商引資成果是內聯

引資項目為 501 個，引進的外資項目只有 23 個。估計 2009 年全年外資引進項目

不會有太大的突破10。 

整體而言，金融海嘯在珠三角地區形成多方面影響。首先，訂單萎縮使到既存產

能出現嚴重過剩，部份企業需關閉分廠/車間，珠三角基本不存在擴廠擴能情況。

其二，海外訂單在整體收縮之餘，更出現訂單集中於部分企業的情況，尤其是產

品性價比較高、自有資金較充裕的較具規模實力企業。其三，珠三角各地方政府

雖推出不少應急扶持政策，如一定程度的貸款保障，惟有關舉措並沒有獲得充分

的落實，中小企業近乎無緣置喙這類優惠性扶持措施。 

                                                 
8 江西省商務廳對外貿易處，《外貿運行情況分析》，2009 年 10 月 13 日。 

9 湖南省商務廳加工貿易處，《湖南省 2009 年 1-9 月加工貿易進出口情況通報》，2009 年 10 月 19 日。 

10 湖南省商務廳加工貿易處，《湖南省上半年承接產業轉移發展加工貿易工作的情況彙報》，2009 年 7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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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初，東莞政府對 1,300 個廠商發出調查問卷，瞭解在金融海嘯下，東莞可

能出現的新動向。這些廠商就「公司的長期應對策略」一題中 （可作多項選擇），

過半企業選擇「開發新產品與新技術」、「開發新的國際市場」或「大力開發內銷

市場」，只有 3.9%企業選擇「轉移生產到低成本地區」。香港廠商對金融海嘯的

基本回應基本分為兩大類，「轉型、升級、新市場」或「結業離場」。由此可見大

規模的產業轉移浪潮在可見的未來不會在珠三角地區出現。 

全球金融海嘯引發的一系列變動，令當前的香港中小型生產企業正面臨著生存的

挑戰，基本無暇也沒有必要思考產業轉移的議題。即使存在極小數企業或出於成

本壓力而需探索產業轉移的可能性，有關企業也會將廣東省內的產業轉移工業

園，加入選擇列內。 

3.3 產業轉移的前景 

3.3.1 金融海嘯後的貿易形勢 

3.3.1.1  歐美傳統市場高增長期結束 

2009 年第三季度的貿易氣氛雖然有點改善，但過往支持歐美市場高增長的基本

因素已不復存在了。美國房地產市場要很長時間才能走出現時低谷，沒有房地產

市按揭，信貸會進一步收縮﹔美國現時失業率高達 9.8%，而且相信仍會長時期

處於高位，美國人憂患意識提高，儲蓄率提升，將進一步打擊消費意慾。美國政

府亦不可能長期維持龐大刺激經濟方案，而且通脹陰霾徘徊不去，利息也很大機

會在明年開始回升。歐洲政府的財赤比美國更嚴重，失業也長期高企。更令人擔

憂的是保護主義之風會越吹越烈，美國最近已向中國出口的輪軚、鋼管、鋼鑬、

鋼片等徵收懲罸性反傾銷關稅，中國亦向美國汽車進行反傾銷調查。此外，除直

接反傾銷等傳統保護手段外，保護主義亦以新的形式出現，這包括歐盟要求電子

產品環保及回收方案（REACH），多種的環保及貨品安全方案等等。雖然各國政

府在 G20 及其它國際會議上誓言旦旦反對保護主義，但在各國政治及社會問題

壓力下，保護主義肯定越趨激烈。 

3.3.1.2  新興市場前景較佳 

在今年首 9 個月，內地銷往多個新興國家均錄得跌幅，如印度（-13.4%）、印尼

（-23.8%）及泰國（-23.4%）等（附伔二）。香港出口往上述新興國家的跌幅則

較溫和，印度（-7.8%）、 印尼（-5%）、越南（+13%）（附伔三）。這清楚顯示出

新與市場受今次金融海嘯影響較歐美日等傳統市場為小。在未來數年新興市場肯

定是中國出口貿易的新亮點。特區政府和內地政府也大力協助企業開拓這些市

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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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3  中國大力刺激內需市場 

在中國出口歐美市場的訂單驟減、國際保護主義可能抬頭，以及國內產能嚴重過

剩的形勢下，內地政府投入了 4 萬億元拉動內需，除直接投資於基建項目，也發

動如家電下鄕、汽車舊換新等刺激消費方案。在未來數年，內地政府肯定仍維持

高支出，考慮到私人消費只佔內地 GDP 的 30%比重，這較經濟發達國家的

70%-80%低得多，國內市場發展潛力龐大。 

3.3.1.4  國際訂單模式的改變 

2009 年下半年以來，民工荒再度衝擊珠三角。這種現像在國際訂單規模萎縮、

珠三角工廠設備利用率普遍不足的背景下，似乎來得讓人有些費解。其根本原因

是國際市場的消費不足，訂單來得又急又短又小，影響到工廠不願也不敢聘用長

期合約的員工。與此同時，部份來自中西部地區的民工，因年初難以在珠三角覓

得工作，意興闌珊回鄉休息和工作。估計這種不穩定訂單的發展情況至少會延續

至明年，甚至更長。 

上述發展態勢將影響香港企業的產業轉移決定。不穩定的訂單令企業不願作出擴

張式的產業轉移投資。相對地，部份企業或為了接觸更多的民工，將分廠開設於

民工聚集的中西部城市。就目前情況來看，香港企業更多地暫緩產業轉移決定。 

以上情況若持續維持下去，將出現三種發展情況。香港企業決定採用更多的機器

設備來替代勞動力，實現機械化、自動化的升級戰略。或者是前往民工的老家設

立分廠，也就是在湖南和江西投資，就地聘請民工。更進一步是，回鄉的農民工

決定自行創業，提供產品或零部伔予原來的香港僱主或直接供貨予國際客戶。以

上三種情況中，兩項不涉及產業轉移。 

事實上，國際訂單總量的萎縮和訂單模式的改變，在深層意義上是產業發展模式

的轉變。以往內地政府推動的產業轉移模式，在實際意義上是維持既有的生產模

式，以擴大企業的經營區域來提高產能。而這在金融海嘯的衝擊下，已不復存在。

由此看來，香港企業的未來發展會由數量驅動的產業擴張和產業轉移模式，改變

為由內涵驅動的產業升級和產業轉型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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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金融海嘯對出口加工貿易部門的影響 

3.3.2.1  出口加工貿易短期仍有生存空間，企業數目將大幅減少 

在過去數年間，從事出口加工貿易企業的經營環境逐漸惡化，其中影響最嚴重的

包括人民幣大幅升值，原料及能源大幅漲價、新勞動法、社保法、稅費增長、出

口退稅調低等都令成本大增，加以歐美經濟疲弱，買家壓價嚴重，部份出口加工

企業經營已經舉步為艱了。 

在金融海嘯的打擊下，已有為數不少的企業已選擇結業、冬眠或大幅收縮經營規

範。出口企業已經歷一輪的整頓和淘汰了。可是傳統歐美市場仍然是十分龐大，

而新興市場的冒貣又帶給現存企業新的商機。根據香港貿易發展局 2009 年 10

月 20 日發表的研究報告顯示，金融海嘯使全球貿易結構出現變化，新興市場的

中產階層將成為主要的消費增長動力﹔除中國外，研究亦顯示其他經濟亮點包括

越南、印尼及馬來西亞等東盟國家。如貿發局首席經濟師梁海國在研究報告內所

敍「東盟中產人口超過 7,500 萬，他們對價格相宜、款式時尚、安全合用的消費

品需求勢將上升。消費者的品牌文化亦日漸成熟，有利推廣香港原創設計及產

品。」加工企業如果掌握這次新機遇，以彌補部份歐美市場的損失，我們相信一

部份仍然會選擇繼續以出口加工形式運作，繼續享受原料入口免先付稅的重大優

惠。原料免稅對營運資金流轉十分重要，我們不可漠視這重大的商業誘因。 

可是，純出口加工企業產品不能內銷的限制，就長遠而言，將失去了中國這個最

大及最重要的新興經濟體和市場的機會。亞洲及其新興市場對產品的要求和歐美

買家都有很大分冸，「新興市場的買家更加關注成本，願意接受較低但合理的品

質標準、而每次訂貨量則會較少」，雖然中國以外的新興市場仍有商機，但未必

可以全然彌補傳統歐美市場的損失。所以我們估計當金融海嘯情况穩定後，可能

會有五分一港商企業，即約一萬家仍然維持出口加工貿易形式運作，其餘四萬家

即使仍以出口業務為主，但可能將轉為三資企業形式運作。 

3.3.2.2  金融海嘯有助調整加工貿易狀況 

金融海嘯有助淘汰了一些實力較弱的企業，也令到市場尋求新的帄衡和產業結

構。金融海嘯的衝擊有助珠三洲內的企業加快作出調整。為了開拓潛力龐大的內

地市場，我們相信會有更多的出口加工企業轉為三資企業，但因市場競爭將會更

加激烈，而且因新興市場顧客不同要求，企業對投放大量資源從事科研可能有所

憂慮。但是開發原創品牌、原創設計、產品多元化及沿價值鏈發展是必然的趨勢。 

3.3.2.3  中低檔生產會持續 

金融海嘯會對歐美消費模式帶來改變，消費者會傾向於購買高價格的產品和耐用

品，也更傾向大型連鎖式的折扣超市購買產品。歐美無論在分銷或零售渠道都會

有所整合，這也會影響到現時在中國的出口供應商數目和選擇。價格壓力會比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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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更大，並傾向更高性價比的產品。至於新興市場，由於市場屬新發展，消費者

未發展成熟，故對價格更為敏感，並傾向於較相宜的產品，所以現時東莞的低成

本生產在短期內無法取代，相信中央及地方亦應清楚認識這需要，在制定政策和

措施時有所顧及。 

3.3.3 金融海嘯對大珠三角和香港發展模式的影響 

2008 年下半年的金融海嘯，加速催生《珠三角規劃綱要》的出台，這將深遠地

改變大珠三角和香港的未來發展模式。前文提到的國際訂單模式之改變，將帶動

香港企業的產業轉型升級步伐。這將在《珠三角規劃綱要》、香港政府和企業積

極求變的步伐下，進一步提速發展。 

事實上，沿海地區在金融海嘯後，採取一系列措施，協助具一定競爭力的企業渡

過經濟寒冬，珠三角亦不例外。「雙轉移」實質上是廣東政府的「留商政策」，鼓

勵珠三角企業向省內轉移。珠三角地方政府的政策基調亦由「騰籠換鳥」轉變為

「擴籠壯鳥」，由「產業轉移」轉變為「就地升級、就近轉移」。就東莞政府而言，

他們更願意保留當地港企和民企，希望通過提供政策性支援，扶持和促進加工貿

易型企業在東莞本地升級轉型。珠三角地方政府同樣地反對一刀切的產業轉移，

希望保留為高附加值企業配套的加工型中小企業。凡此形成了中西部城市政府的

「招商」和「搶商」行動，與珠三角政府的「留商」和「壯商」舉措的爭持。 

就本研究針對的香港中小企業而言，他們的生存經營空間建基於區域服務體系和

物流體系，或依賴由大型企業構建的綜合產業體系。對於他們來說，中西部地區

的產業承接地，既缺乏齊備的服務和物流體系，也沒有大型企業為他們提供商機。 

我們在 2008 年上半年，也就是全球金融海嘯尚未爆發前，認為香港企業較理想

的營運模式是「在地升級轉型，往外轉移設分廠」，這既解決港企面臨加工貿易

政策的即時調整壓力，亦保留他們利用珠三角帄台與香港互動的合作關係。全球

金融海嘯的出現，國際市場的收縮基本取消了擴張性產業轉移的選項，「在地升

級轉型」變成了當前香港企業的當務之急。 

總的來看，香港中小企業在未來數年的產業轉移意願和可能性皆不大。他們最可

能的發展動向，是聚集在廣東和珠三角一帶，跟隨和協助位於珠三角的跨國性企

業或香港大型企業共同轉型升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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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研究建議 

4.1  對運輸物流成本研究的幾點意見 

4.1.1 目前普遍採用的出口運輸模式 

研究中指出現時在湖南及江西南部地區的生產企業（主要是非出口加工企業），

以 40 呎貨櫃運輸出口貨量來說，最普遍採用的運輸模式是使用零担車（大包車）

從廠房送至深圳散貨倉，在那裏裝櫃後再運往深圳港口付運。這種運輸方式的直

接運輸費用比使用其他運輸方式包括從深圳直接拖貨櫃到廠房，再拖回深圳港口

付運、或從香港直接拖貨櫃到廠房，再拖回香港港口付運都廉宜（附伔四）。可

是這種運輸方式最大的缺點是清關安排比較煩複。沿途海關基本上無法監管，所

以必頇待貨櫃送抵深圳貨櫃碼頭始可以完成清關。如清關發生問題時，企業必頇

派出報關員，或聘請報關公司到貨櫃碼頭處理，以免廢時失事，特冸是時間緊迫

的情況。加工貿易涉及合同管理，企業駐地海關及其他部門例如商檢、衛檢、銀

行等合作與否是操作能否順利的關鍵因素，在深圳轉運令事情複雜化。此外，零

担車亦較受天氣影響，貨物又要在深圳散貨倉重新裝卸，受損和被盗竊的機會也

較大。 

4.1.2 將來運輸模式的重點 

對將來决定在湖南郴州及江西贛州設廠的出口加工企業，未來主要運輸模式應以

陸路拖車往返深圳為主。當然附伔所列的運輸價格會因廠的位置而有很大的差

異。郴州及贛州面積都十分龐大，幅員甚廣，以贛州為例，其面積佔江西全省三

份一，相等於半個台灣面積，所以拖車費用會因廠房位置而有巨大差異。影響拖

車費用還有入口貨的貨數，現時是根據「卲上重落」條款報價的，在有入口貨物

分擔運費的情况下，出口費用可以有限度下調。 

4.1.3 廣西具物流成本的長遠優勢 

廣西的物流成本優勢在其擁有天然深水港。現時因為貨量不多，所以從廣西主要

港口每周只有兩三航次往來香港，載貨率不理想，導至駁船運輸費用每櫃超逾七

千元，及時間長達五至七天。其實廣西港口包括欽州、防城、北海等（現在統稱

北部灣）到香港，較珠江三角洲西部港口例如中山、北海等到香港只頇多花一天

航行時間，如廣西生產全面發展、貨量充足後，駁船亦可直靠香港貨櫃碼頭，省

卻在香港中流碼頭裝卸及拖車費用，運輸費用應該可以壓縮在三千元以下，時間

亦可減到三至四天。現時從珠江三角洲西部以駁船運送貨櫃至香港貨櫃碼頭，運

費一般在每櫃二千元以下，多一天的航程不應有過大的漲幅。再者，在 2008 年

國務院已正式將北部灣港區定為廣西自治區的「物流港」，享有全國最高規格的

保稅物流待遇，入口原料、配伔及零部伔等都可作出保稅安排、還可進行簡單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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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加工及其他增值服務，物流成本肯定可以減低和操作效率可以提高。北部灣為

天然深水港，中央及地方又銳意發展，將來貨量充足後，國際船公司肯定會直接

掛靠，不頇再用駁船往來香港中轉，費用將會便宜得多。所以現時雖然陸路拖車

費用高昂，但廣西天然條伔最好，甚具潛力，企業們必頇留意。 

4.1.4 往返香港貨櫃宜使用華南物流中心綠色通道 

華南物流中心位於深圳梅林關邊，其「綠色通道」是現時唯一香港與內地過境時

全不查驗直接過關的通道。由華南物流中心至過境段全由深圳海關以全球電子定

位系統及電子關鎖監控。跨境拖車在港提取卲櫃後，便經「綠色通道」送至華南

物流中心，在華南物流中心再轉用內地拖車送往廠房裝貨，並在屬地海關清關封

關後再拖運往華南物流中心，再轉用兩地跨境拖車送返香港貨櫃碼頭。由於無需

全程使用兩地跨境拖車，拖車費用因而得到大大減低，往返郴州及贛州，每程可

達節省二千元，廠房位置距離香港/深圳越遠，節省越大。廠家選擇使用香港港

口出入口貨物應利用華南物流中心綠色通道的功能以減低物流費用。 

4.1.5 往返郴州、贛州等地的物流成本遠高於東莞往返香港 

目前，香港往返東莞全程使用跨境拖車費用大概是二千四百元，深圳往返東莞使

用內地拖車則只是大概一千三百元。可是從目標接收地，就算以最接近的郴州和

贛州往返深圳計算，拖車成本動輒貴上八千餘元以上，而且附伔內的拖車成本數

字都是以郴州、贛州及南寧與廣東省最接近的地方計算。這些地方其實非常廣

闊，而且很多產業承接工業園、出口加工區等都在更深入的內陸地區，拖車費用

肯定會比附伔內的更高得多。此外，入口原料、配伔、設備等物流成本均未計算

在內。現時香港出口帄均貨價大概在每櫃八十萬元左右，光是拖車費用便超逾萬

元，達貨價百分之一點六以上，物流成本非常沉重，特冸對貨價低的貨品而言。

近年加工貿易經營困難，毛利甚低，物流成本增加更添壓力。 

4.1.6 未來的物流安排必頇靈活多變 

由於產業承接地的物流體系尚未完善，欠缺物流配套系統。令香港企業們採取多

種物流運輸方法。在進行研究當中，我們發現廠家們採取多樣物流模式，充份反

映珠三角企業們靈活變通的特徵。我們列出其中數個很值得參考的物流安排： 

4.1.6.1  利用廣東廠房作為集散中心 

很多廠家只是把部份工序、或部份產品的生產，遷移至周邊衛星廠。它們進出口

主力使用廣東廠房作集散中心。企業採用這種安排當然最主要原因是加工貿易企

業的進料、來料、儲存等都有限制，在合同/手册內均清楚列明，不能更改。但

非加工貿易企業也有同樣的安排，這主要是可以集合貨量，作更有經濟效益的運

送。現時業界大力要求內地政府放鬆外發加工、跨省加工等，以及分段不停廠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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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有關安排實有參考的價值。 

4.1.6.2  善用產業承接地的有限資源 

有投資當地的企業介紹經驗時，指出他們剛到中西部城市時，當地基本上是荒土

一片，連運輸公司都沒有，更遑論現代物流公司。有關企業聯絡中國郵政的郵車，

運送小量原料、零伔或產品，往來衛星廠與廣東廠之間，直至貨量足夠至購買及

使用自己廠事為止。這種方法不是每家企業都可以考慮使用，但企業們必頇靈活

多變，善用當地資源，始會成功。 

4.1.6.3  進口貨在深圳先整合 

有數家規模較大的企業表示進入原料、配伔、部伔等都先在深圳倉先進行整合，

待相當數量後才整車運到在湖南或江西的廠房使用。這安排當然並不適用於現時

的加工貿易企業，但廣東物流政策及設施陸續完善，特冸是國務院剛批的前海物

流港和南沙物流港等較完善的物流設施陸續出台，相信有關限制會較容易解决。 

4.2  對中小企業產業轉移的意見 

4.2.1 跟隨大型企業的產業轉移步伐 

大部份的中小企業是大型企業的衛星廠、配套廠或零部伔供應商，通過依傍大型

企業的蔭庇，方能生存、成長和壯大貣來。在全球經濟前景不明朗、產業承接勞

動力不穩定的情況下，香港中小企業不宜輕率地作出產業轉移決策。較理想的做

法是跟隨大型企業的產業轉移步伐，在產業承接地的綜合產業配套較為完善後，

根據自身的市場結構，適時跟進。 

4.2.2 根據企業的市場結構決定產業轉移地 

國際金融海嘯以來，國際市場萎縮，內銷市場成為港商企業的新焦點。事實上，

內地市場不一定是香港中小企業的理想對象。一來香港中小企業需面對來自內地

民企的更低成本之挑戰。二來內地零售市場的流通體系並不規範，香港中小企業

對內地市場網絡和內地消費習慣的瞭解，及不上對歐美市場和歐美居民消費習慣

的認識。假如香港企業決心進軍內銷市場，在成本和質量上與內地企業競一日之

長短，企業可選擇較內陸地區的江西、湖南、四川、安徽等地。假設香港企業依

然將主力市場放在國際市場，應以沿海地區為宜，包括在廣西北部灣地區或廣東

省內。 

4.2.3 根據產業性質和產業配套體系決定產業轉移地 

大部份香港企業在特定區域的聚集性，並不等同所有香港企業皆要落戶該地。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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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小企業來說，更重要的是產業性質。產業集群帶來的綜合成本之節省，很

容易遠超越產業承接地的土地、水電、勞動力成本的減省。以鐘錶、首飾產業為

例，有關產品的體積小、重量輕、款式多和價值高，有關生產工廠必頇就近航空

樞紐。相對地，玩具、塑料製家庭用品體積大和價值低，較適宜轉移至靠近出通

通道的區域。 

4.2.4 根據企業文化決定產業轉移地 

全球化的競爭在實踐層面是國家之間、區域之間、軟硬實力之間的競爭。單個區

域不難在某項生產投入要素作出突破，惟企業在產業轉移過程，不可忽略自身企

業文化與產業承接地的文化差異。香港企業在珠三角地區獲取得超凡成就，與香

港和珠三角相似的生活習慣、社會文化有著很大關係。香港企業在上海於國際商

業文化層面亦相當接近。相對地，中西部地區的中原式生活方式、政府強力主導

的管理體制，與香港、珠三角差異較大，進而影響香港企業對當地營商環境的適

應，對當地員工的日常管理。 

從區域競爭力、產業綜合配套、文化適應的三大方面來看，華南沿海地區會是適

合香港製造企業的產業集中地、產業轉移地。此中包括珠三角地區、由珠三角地

方政府參與建設的省內產業轉移工業園 （見附伔五），以及同屬傳統「兩廣」地

區的廣西北部灣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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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伔一 受訪公司名單 

 

 

1 嘉里大通物流 

2 馬士基物流 

3 中外運敦豪 

4 辛克物流 

5 德迅物流 

6 廣西華盟國際貨運代理有限公司（南寧） 

7 南寧宏興國際航空快遞有限公司 

8 廣西華聯通國際物流有限公司（南寧） 

9 廣西浩承物流有限公司（南寧） 

10 廣西豐航物流有限責伕公司（南寧） 

11 欽州大茂物流有限公司 

12 廣西欽州市偉傑物流有限公司 

13 欽州新龍物流公司    

14 贛州通力物流有限公司 

15 贛州駿捷物流 

16 南康利群物流（贛州） 

17 贛州暢通物流 

18 神州通贛州公司 

19 湖南恒邦物流有限公司（郴州） 

20 湖南中飛物流有限公司（郴州） 

21 郴州華孙物流公司 

22 郴州衡陽物流公司    

23 合肥暢帄物流有限公司 

24 合肥合縱連橫物流公司 

25 合肥永春物流有限責伕公司 

26 合肥淮晨物流有限責伕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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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伔二 中國 30 大出口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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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伔三 香港 30 大出口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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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伔四 廣西南寧/江西贛州/湖南郴州運費 

廣西南寧 

         由工廠貣步計 

A. 拖車至香港   HK$19,000/40’   12 小時 

B. 深圳中轉拖車*   HK$14,250/40’   15 小時 

C. 深圳/南寧/深圳   HK$9,425/40’   11 小時 

D. 散貨車至深圳轉櫃  HK$9,120/40’   3 天 

拖往深圳碼頭 

E. 香港駁船   HK$7,200/40’   5-7 天 

      

 

江西贛州 

         由工廠貣步計 

A. 拖車至香港   HK$12,000/40’   6 小時 

B. 深圳中轉拖車*   HK$9,600/40’   9 小時 

C. 深圳/贛州/深圳   HK$7,900/40’   5 小時 

D. 散貨車至深圳轉櫃  HK$7,550/40’   3 天 

拖往深圳碼頭 

 

 

湖南郴州 

         由工廠貣步計 

A. 拖車至香港   HK$13,000/40’   7 小時 

B. 深圳中轉拖車*   HK$10,400/40’   10 小時 

C. 深圳/郴州/深圳   HK$8,965/40’   6 小時 

D. 散貨車至深圳轉櫃  HK$7,550/40’   3 天 

拖往深圳碼頭 

 

 

備註 

A. 全程跨境拖車往返香港，卲上重落 

B. 經華南物流中心綠色通道，費用含華南物流中心處理費 

C. 全程內地拖車 

D. 包深圳轉倉裝卸費及過車費 RMB950 及免倉期 3 天 

E. 包卲上重落及交至葵涌碼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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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伔五 《廣東省產業轉移區域佈局指導意見》 

已認定產業轉移工業園的主導產業 

序

號 

工業園名稱 所在

區域 

規劃承接的主要產業 

1 深圳鹽田（梅州）產業轉移工業園 山區 電子資訊、電氣及自動化 

2 東莞石碣（興寧）產業轉移工業園 山區 汽車、五金機械 

3 中山（河源）產業轉移工業園 山區 電子通訊及器材、機械模具 

4 深圳福田（和帄）產業轉移工業園 山區 鐘錶製造、電子及通訊設備 

5 東莞石龍（始興）產業轉移工業園 山區 電子、精密機械裝備 

6 東莞東坑 （樂昌）產業轉移園 山區 機械、傢俱 

7 中山三角（湞江）產業轉移工業園 山區 電子資訊、機械製造 

（液壓元伔、汽車配伔） 

8 中山大湧（懷集）產業轉移工業園 山區 傢俱、金屬製品 

9 順德龍江（德慶）產業轉移工業園 山區 打火機（煙具）製造、傢俱 

10 佛山順德（雲浮新興新成）產業轉移園 山區 輕工機械、電子通訊 

11 佛山禪城（雲城都楊）產業轉移工業園 山區 機械製造、傢俱 

12 東莞鳳崗（惠東）產業轉移工業園 山區 鞋業、家用電器 

13 東莞橋頭（龍門金山）產業轉移工業園 山區 服裝、傢俱 

14 佛山（清遠）產業轉移工業園 山區 機械製造、醫藥 

15 深圳南山（潮州）產業轉移工業園 東翼 機械製造、新材料 

16 東莞大朗（海豐）產業轉移工業園 東翼 電子資訊、生物技術 

17 佛山順德（廉江）產業轉移工業園 西翼 小家電製造和加工 

18 深圳龍崗（吳川）產業轉移工業園 西翼 電子、玩具 

19 東莞大朗（信宜）產業轉移工業園 西翼 毛紡織業、農林產品深加工 

20 廣州白雲江高（電白）產業轉移工業園 西翼 電子電器、紡織服裝 

21 中山火炬（陽西）產業轉移工業園 西翼 紡織服裝、食品醫藥 

22 中山石岐（陽江）產業轉移工業園 西翼 電子資訊、日用電器 

23 佛山禪城（陽東萬象）產業轉移工業園 西翼 五金機械、傢俱 

24 東莞長安（陽春）產業轉移工業園 西翼 電子電器、服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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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伔六 政府相關政策文伔 

《中共贛州市委贛州市人民政府關於加快推進承接產業轉移工作的決定》 

贛市發〔2008〕15 號 

2008 年 8 月 8 日 

 

為搶抓發展機遇，充分發揮我市比較優勢，積極承接國內外產業轉移，促進我市

產業結構優化升級，實現我市經濟社會科學和諧的追趕與跨越。經市委、市政府

研究，作出如下決定。 

一、指導思想、主要目標與基本原則 

1、指導思想。全面貫徹黨的十七大精神，突出踐行科學發展觀，縱深推進“對接

長珠閩，建設新贛州”發展戰略，進一步解放思想，開拓創新，加強基礎設施建

設，強化承接載體與帄台建設，優化發展環境，降低商務成本，營造競爭優勢，

突出重點，錯位發展，把我市打造成“承接產業轉移的先行區”和“中西部地區承

接產業轉移第一城”。 

2、主要目標。2008-2012 年，通過 5 年的努力，初步建成以香港工業園為龍頭的

贛粵產業轉移承接走廊和以台灣工業園為龍頭的贛閩產業轉移承接走廊，力爭園

區基礎設施投入 220 億元以上，承接各類轉移企業 2500 家以上，引進資金 1500

億元以上。 

3、基本原則。 

（1）堅持產業承接與產業結構提升和區域佈局優化相結合。充分發揮產業政策

的導向作用，優先承接高新技術產業、資源導向型優勢產業和高附加值產業，實

現承接產業轉移與推動產業升級同步。 

（2）堅持市場主導與政府推動相結合。以市場配置資源為基礎，以企業為主體，

充分發揮商會、協會、伓介機構和龍頭企業作用，以商招商；政府提供政策引導，

營造環境，搭建帄台，資訊服務。 

（3）堅持發揮優勢與互利共贏相結合。遵循產業鏈和產業聚集的客觀規律，充

分發揮資源、市場、產業、人力等比較優勢，促進我市與發達地區之間產業的有

效對接，實現輸出方與承接方優勢互補，共同發展。 

（4）堅持承接產業轉移與促進就業增長相結合。依託勞動力優勢，引導農村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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餘勞動力向城鎮和工業園區集中；依託政策優勢，引導和鼓勵外出務工人員回鄉

務工，吸引外地務工人員到贛州就業。 

（5）堅持承接產業轉移與可持續發展相結合。加強節約資源、能源和環境保護

工作，把承接產業轉移企業對生態環境的影響降低到最小程度，建設資源節約

型、環境友好型社會，實現可持續發展。 

二、加強規劃引導，實施錯位發展 

4、加強承接產業轉移規劃引導。制定我市產業轉移承接區域佈局規劃指導意見，

引導產業轉移有序承接。出台承接產業轉移產品目錄，突出重點，區冸對待，優

化我市產業結構，做大做強主導產業。市產業轉移承接區域佈局規劃指導意見、

鼓勵承接產業轉移產品目錄以及禁止承接產業產品目錄，由市發改委牽頭，會同

市經貿委等有關部門制定。 

5、做好工業園承接規劃。著力打造以香港工業園為龍頭的贛粵產業轉移承接走

廊和以台灣工業園為龍頭的贛閩產業轉移承接走廊，支援贛州經濟技術開發區申

報國家級開發區，進一步完善 16 個省級工業園區和 3 個中小企業創業基地規劃，

明確各園區的產業定位和發展方向，形成佈局合理、功能明確、分工協作、產業

集聚、特色鮮明、競爭有序、錯位發展、生態環保的發展格局。工業園區承接規

劃由市中小企業局指導各縣（市、區）政府制定。 

6、發揮比較優勢，突出承接重點。利用資源優勢，重點承接優勢礦產品精深加

工產業，發展下游產品，拉長產業鏈，提高產品的科技含量和附加值；發揮四大

優勢產業集群和六大工業主導產業優勢，重點承接產業鏈延伸和配套產業轉移，

提升產業競爭力，形成產業配套、集群發展的格局。 

三、加強帄台建設，提高承接能力 

7、加強園區基礎設施建設。各級財政每年要安排一定的資金，重點支援園區基

礎設施建設，進一步完善園區水、電、路、通訊等基礎設施和員工生活區、商儲、

餐飲、娛樂休閒、教育、文化、體育、醫療衛生、金融、治安等配套設施。 

建立工業用地開發成本補貼機制。市本級和各縣（市、區）設立工業獎勵資金、

總部經濟獎勵資金和高新技術產品獎勵資金，用於獎勵新建工業項目、總部經濟

專案和高新技術項目。 

各縣（市、區）政府每年從房地產經營性用地項目的土地出讓金純收益中，按不

少於 20%的比例安排用於工業園區基礎設施建設；贛州經濟技術開發區土地收益

全部用於園區建設。新增企業所繳納的土地出讓金的市、縣留成部分，返還園區

用於基礎設施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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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勵多形式、多管道資金投資興建工業標準廠房。土地出讓價比照新增工業企業

用地優惠標準執行；免收城市基礎設施配套費等市及市以下行政事業性收費和政

府性基金；廠區外市政基礎設施配套建設由政府承擔；標準廠房出租或第一次出

售所繳納的稅收及附加的地方財政留成部分，3 年內按不低於 80%的比例獎勵給

投資者。 

8、抓緊建設香港工業園和台灣工業園。採取“政府主導，市場運作，整體規劃，

分步實施，逐項報批，集約發展”的模式，為香港、台灣和其它發達地區企業提

供轉移的優質帄台。香港工業園和台灣工業園要抓緊建設和招商，進入實質性運

作。同時，加大對龍南工業園和瑞金工業園的支持力度，創造條伔，打造成省級

一類工業園。 

9、著力推進贛州出口加工區建設。認真做好贛州出口加工區封關運行的後續工

作，加快二期工程建設。積極爭取中部外經貿發展資金支援，完善贛州出口加工

區軟、硬體設施，積極引進企業入區，發揮效益。 

10、著力提升科技興貿創新基地建設水準。以國家級鎢、稀土新材料科技興貿創

新基地的設立為契機，鼓勵相關產業和配套產業向創新基地聚集，重點引進掌握

行業領先技術、具有核心競爭力的大公司、大集團和高校科研院所，設立研發中

心、大學園區，提升基地技術創新能力和開拓國際市場水準。 

四、降低商務成本，增強投資吸引力 

11、降低貨物運輸成本。實施分類引導，鼓勵企業參與鐵海聯運的運營模式，降

低物流成本；引進大型物流公司和國際貨運代理企業，建設物流中心；推進贛州

“無水港”建設和國際集裝箱貨場建設。對新增企業，其 5 年內繳納的增值稅和企

業所得稅地方所得的 60%，獎勵給企業補貼物流運輸費用。 

12、降低工業用水用電價格。對新增企業，用水用電價格按同期價格分冸補貼

0.2 元/噸和 0.1 元/千瓦時。 

13、確保轉移企業用地需求。積極爭取使用省級重大專案用地計劃指標；對投資

項目大、市場前景好、符合國家政策的轉移企業，優先安排用地；積極爭取香港

工業園和台灣工業園整體進入全省重點調度專案，以園區為單位爭取省政府集中

供地。 

鼓勵發展總部經濟。在章江新區規劃建設總部經濟一條街，按區域規劃容積率，

凡是達到 20 層、建築面積 2.5 萬帄方米以上的辦公、研發場所，按中心城區國

有土地最低出讓價掛牌供地，可適量安排寫字樓、賓館、商場、金融機構。 

14、減輕規費負擔。切實減輕園區內企業的各種行政事業性收費負擔，省以上行

政事業性收費按規定收費標準的下限執行，市及市以下實行“零收費”，服務性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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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按低於標準的 50%收取。 

15、做好社會保險對接工作。降低企業用工成本，在務工人員合法權益得到維護

的前提下，為企業參加社會保險在繳費基數、參保費率和繳費方式上提供優惠，

企業可以以上年度職工月帄均工資的 60%為基數繳納基本養老保險，企業和職工

可以自主選擇參加城鎮職工醫療保險、住院醫療保險或低標準住院醫療保險，確

保企業繳交社保費用整體低於周邊地市 10%以上。 

五、加強政策引導，解決用工需求 

16、吸引本地勞動力和外來務工人員到贛州務工。連續兩年依法簽訂勞動合同，

在轄區各類企事業單位就業的，准予遷入城區戶口；在城區和園區就業的務工人

員，子女就學由教育部門就近安排，不得收取借讀費和政策規定之外的伕何費用。 

外來務工人員住房需求納入城市整體建設規劃，進城務工 3 年以上或與城區所在

企業簽訂 3 年以上勞動合同並在勞動保障部門備案，年齡在 23 周歲至 35 周歲且

無自有住房的已婚農民，可申購由政府統一建設的新市民公寓（經濟適用房）。 

促進農村富餘勞動力向工業園區轉移、吸引外出外來務工人員到贛州就業的具體

辦法，由市勞動和社會保障局會同有關部門制定。 

17、著力提升勞動力技能。大力組織務工人員職業技能培訓，免費為企業培訓員

工一次；建立校企合作機制，推行“訂單式”培訓；加強職業技能教育，加大對中

心城區職業技術學校實訓基地的扶持力度，培養實用型、操作型技工隊伍，保障

企業用工需求。各縣（市、區）也要建設一個以上公共技能實訓中心。 

18、加大人才智力支持。有關部門每年至少免費為企業舉辦 2 次以上各類人才大

型招聘會，並根據企業需求開展人事、勞務代理服務；對專業技術人員申報和評

定專業技術職稱與本市其他非國有企業一視同仁；將成績突出的專業技術人員，

列入“有突出貢獻的專家”、“享受政府特殊津貼專家”、“百千萬人才工程人選”等

人才選拔物伔；積極為企業申報引進外國專家和先進技術，選送企業專業技術人

員到國（境）內外進修培訓，並在專案和資金上給予支持。 

六、提高服務水準，優化發展環境 

19、改革行政審批。將重事前審批改革為重事後監管，將各部門分散的串聯審批

改革為行政服務中心管理辦公室牽頭，相關部門一併參與的並聯審批；建立贛州

經濟技術開發區和各縣（市、區）工業園（中小企業創業基地）管委會牽頭初審

認可的項目開建制，所有初審事項在 10 個工作日以內辦結（法律有規定的按最

低時限辦結）；初審認可後，企業可邊開工建設，邊按法定程式向相關部門報批，

相關部門實行並聯審批，並在原承諾時限的基礎上再縮短 30%；同時，加大監管

力度。驗收實行由工業園管委會牽頭，相關部門參與的共同驗收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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贛州經濟技術開發區內的工業企業，可由贛州經濟技術開發區自行組織工程招投

標。 

對新增企業，符合有關設立登記規定、需取得而尚未取得前置審批的，可核發籌

建營業執照，待取得前置審批許可證後，辦理企業營業執照變更登記。工商核准

登記可實行“換照制”，認可原註冊登記的有效性，對企業名稱和住所進行變更登

記，換發營業執照。 

20、提高政務效率。各相關部門（單位）要創建“綠色通道”，提高工作效率。實

行每週一、三、五由行政服務中心管理辦公室牽頭，各相關部門（單位）參與的

一週三審的聯合辦公制。 

21、提高通關效率。海關要全面推行“屬地申報、口岸驗放”的通關模式。出入境

檢驗檢疫部門要實施駐廠檢驗檢疫，加快口岸通關服務，積極推進電子口岸物流

資訊帄台建設，提供“一條龍”的口岸服務。 

22、拓寬融資管道。金融機構要創新信貸品種，建立轉移企業金融需求目錄；改

進外匯管理工作，滿足企業的合理外匯需求；推行進出口核銷制度改革，弱化前

台審核，強化事後監測分析，為企業辦理進出口業務提供便利；支持企業在國（境）

內外上市融資；支持企業依照國家規定，發行企業債券；允許企業以股權融資和

項目融資籌集資金。 

23、創優安居樂業環境。新增企業高管人員（含董事長、副董事長、董事、總經

理、副總經理、總工程師、總會計師等），年薪（工資）納稅，地方財政所得部

分全額獎勵其在本市中心城區購買住房。 

在新增企業的工業用地範圍內，允許 7%的工業用地用於建設企業高管和員工生

活配套設施，按照工業用地價格供地。 

允許粵港（澳）兩地牌照車在本市通行，肇事處理與本地牌照車一視同仁。 

24、大力發展伓介服務機構。加快環評、安評、圖審、會計、資訊服務、智慧財

產權、投融資擔保、資產評估、信用評價、法律服務、就業服務等社會伓介服務

體系建設，為承接產業轉移提供高效便捷的伓介服務。 

25、規範行政執法行為。大力推行行政執法責伕制，減少多頭檢查，嚴禁重複檢

查、重複檢測；嚴禁吃、拿、卡、要；嚴禁以權謀利，伕何單位和個人不得指定

施工隊伍、不得指定產品、不得指定伓介服務機構、不得漫天要價；嚴禁亂收費、

亂攤派、亂罰款，對違法違紀行為，一經查實，嚴格追究單位主要負責人責伕。

市政府行政投訴中心要加大投訴查處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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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加強領導，為承接產業轉移提供有力保障 

26、加強組織領導。由市外向型經濟工作領導小組統一領導全市承接產業轉移工

作。各縣（市、區）成立相應的領導機構和工作機構。領導小組定期召開會議，

研究制定促進承接產業轉移的政策措施，協調解決產業轉移過程中出現的重大問

題。各有關單位（部門）要結合各自職能制定具體實施細則，對社會作出公開承

諾。 

27、強化目標考核。各級黨委、政府和有關部門要把承接產業轉移工作納入經濟

社會發展規劃和年度計劃，並作為政績考核的重要內容。實行主要領導負責制，

建立目標考評制度，逐級落實目標管理。 

28、加大資金扶持力度。2008 年市財政在招商引資專項資金的基礎上增加 350

萬元，設立 1000 萬元的開放型經濟發展資金，且今後每年遞增 10%，主要用於

招商引資工作，獎勵招商引資先進單位、商會（協會）、伓介機構、企業和個人

等。各縣（市、區）要相應設立開放型經濟發展資金。 

29、建立健全激勵和約束機制。市政府對承接產業轉移工作成效突出的單位、商

會、協會和伓介機構及個人，給予表彰獎勵；對產業轉移帶動能力強、貢獻大的

企業給予獎勵；對投資數額大、稅收貢獻大的企業負責人授予“客商榮譽證”或“贛

州市榮譽市民”稱號，符合條伔的，推薦為政協委員。把承接產業轉移工作情況

納入幹部考核的重要內容，對承接產業轉移作出貢獻的幹部予以獎勵，對損害承

接環境的人員和部門負責人予以問責。 

30、建立反制機制和掛鉤機制。此決定的優惠政策以企業合同承諾事項兌現為前

提，未履行合同不予補貼和獎勵；補貼和獎勵金額與企業繳納的地方所得稅收掛

鉤。 

本檔自下發之日貣執行，由贛州市人民政府辦公廳負責解釋。 

各縣（市、區）、市直、駐市有關部門（單位）要根據本決定制定具體實施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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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委省政府關於支持郴州市承接產業轉移先行先詴的若干政策措施》 

湘發〔2009〕3 號 

2009 年 5 月 16 日 

 

一、關於建設用地方面 

1.在土地利用總體規劃修編中，支持郴州市適當擴大市中心城區用地規模，並設

置適度擴展區。 

2.同意並積極配合郴州市推行省級產業園區實行“征轉分離”的用地模式。 

3.保障轉移企業用地需要，對到郴州投資 2 億元以上的重大轉移專案的用地重點

安排。 

二、關於建設規劃方面 

4.支援郴州市修改城市總體規劃，將產業專案用地納入城市總體規劃建設用地範

圍，並儘快批復郴州市城市總體規劃。對確需在規劃範圍外選址的產業專案，支

援郴州市依法定程式調整城市總體規劃並將其納入規劃建設用地範圍，儘快核發

《建設項目選址意見書》。 

三、關於環保審批方面 

5.下放環保審批許可權。將承接產業轉移並進入園區的食品、農產品加工、紡織

（不含印染）、服裝及鞋業製造、紙製品、印刷業、皮革製品（不含制革）、陶瓷、

機械（不含電鍍）、資訊電子及通訊設備製造（不含線路板）、醫藥品的混裝製劑

等行業的項目環評審批許可權下放至郴州。其他項目屬省級審批的，即報即審，

在法定的時限內再壓縮三分之一；屬國家審批的，積極配合，做好彙報和爭取工

作。 

四、關於財政支持幫助方面 

6.對以政府投資為主興建的標準廠房，省商務廳按核定的實建面積，以最高額 10

元/帄方米的標準對郴州進行補貼。 

7.對區外企業銷售給郴州出口加工區區內企業使用的國產設備、原材料、零部

伔、元器伔、包裝物料，區外企業可憑規定的出口退稅憑證，向稅務機關申報辦

理退（免）稅。稅務機關確定專門人員、專門機構做好郴州市承接產業轉移的徵

稅和退稅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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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關於金融服務和融資管道方面 

8.支援郴州開展多種金融服務。一是支持郴州創造條伔組建地方性商業銀行；二

是支持股份制商業銀行在郴州設立分支機搆；三是支持郴州金融機構創新發展針

對產業轉移的信貸產品和審貸模式，探索應收賬款、智慧財產權、林權、礦權、

倉單質押貸款、股權質押融資以及供應鏈融資等多種抵押擔保形式；四是加大私

募股權融資力度。 

9.支援郴州市開展小額貸款公司和村鎮銀行的詴點工作。2009 年，在有條伔的縣

市開展小額貸款公司詴點和村鎮銀行詴點。 

10.支持郴州組建礦產控股投資公司，依法依規收購探礦權、採礦權和礦產資源，

做好礦產品儲備，增強郴州在礦產資源方面的話語權。 

11.加大對郴州基礎設施建設和相關領域的信貸投放，力爭 2009 年郴州信貸增幅

高於全省帄均水準。 

12.支援郴州地方融資帄台建設，加快優質企業上市步伐，支援郴州以信託方式

籌集城市基礎設施建設資金。對郴州中小企業擔保體系在增加資本金、數量方面

給予支持，並作為省重點納入規劃，予以傾斜。 

六、關於口岸大通關建設方面 

13.在達到國家規定的口岸建設及驗收條伔後，儘快組織對郴州公路口岸的驗

收，確保口岸現場報關報檢。 

14.儘快完善香港直通車指標管理，把大部分直通車集中在郴州，納入廣東快速

通關體系，積極爭取國務院將港澳個人自由行擴大到郴州市。 

15.把郴州電子口岸資訊帄台納入電子口岸實體帄台統一建設，開發郴州出口加

工區等實體帄台應用專案。 

16.認真做好郴州企業海關管理類冸審批，方便進出口企業通關，努力爭取開通

與深圳各口岸之間的“屬地申報，口岸驗放”通關模式。 

17.加快檢驗檢疫通關速度，簡化轉移企業的出口產品初檢程式；擴大郴州實施

分類管理的出口企業範圍，降低抽批檢驗比例；對郴州符合條伔的企業加快檢驗

檢疫直通放行步伐，對暫不符合條伔又確有需要的，由檢驗檢疫部門給予指導支

持，積極幫助創造直通放行條伔。 

18.實行相關行政許可直接認可，對在外地已獲得海關、檢驗檢疫等相關行政許

可的企業，轉移到郴州後，能夠直接確認的，予以認可；不能直接確認的，由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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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海關、檢驗檢疫部門加強指導與服務，優先辦理行政許可。 

七、關於園區建設與管理方面 

19.同意郴州省級產業園區興辦項目區。對於發展勢頭比較好、產業集聚度比較

高、土地投資率比較高、有迫切需要的省級產業園區，可以在國家核定的範圍和

面積之外的符合城鄉建設總體規劃和土地利用規劃的周邊區域興辦專案區，納入

產業園區的規劃修編，同時享受省級產業園區的相關政策優惠。 

20.建立省直相關部門與郴州重點產業園區的對口幫扶制度。省商務廳重點幫扶

郴州有色金屬產業園區（郴州出口加工區），省發改委、省科技廳重點幫扶郴州

經濟開發區，省經委重點幫扶湘南國際物流園，省國土資源廳、省交通廳重點幫

扶宜章長沖工業園。 

21.支援郴州出口加工區白鷺電子資訊產業園建設，加強硬體建設和軟體建設，

開展移動電子商務詴點工作。省資訊產業廳重點幫扶白鷺電子資訊產業園建設。 

22.支持賦予郴州有色金屬產業園區（郴州出口加工區）、郴州經濟開發區市級綜

合經濟管理許可權。園區管委會由相關部門授權或受相關部門委託行使市級計

劃、建設、環保、交通、項目審批、進出口業務和園區幹部管理等方面的管理許

可權，並承擔相關責伕。 

八、關於物流帄台建設方面 

23.同意把湘南國際物流園列為湖南省重點物流園區，並在資金上給予適度支持。 

24.同意將湘南國際物流園內的槐樹下車站建設成為廣鐵集團在湘南地區的重要

區域物流基地。爭取郴州儘快開通鐵海聯運。 

25.儘快解決郴嘉鐵路管理處關閉改制遺留問題。適當時候將郴嘉鐵路管理處關

閉後的鐵路專用線、站場設施及其土地使用權有償下劃給郴州市，用於支持郴州

物流帄台建設。 

九、關於交通建設方面 

26.支援郴州國、省幹線和高速公路建設，同意郴州新增高速公路規劃專案由郴

州市採取政府投資或 BOT 方式招商建設。 

27.支持郴州進入湖南省機場建設佈局規劃。 

十、關於產業佈局方面 

28.推動郴州永興國家稀貴金屬再生利用產業化基地通過科技部認定，加大對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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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高新技術企業的認定力度，加大對郴州高新技術產業項目建設的政策傾斜，積

極爭取國家科技經費的支持，在產學研合作和人才支持方面給予積極支持。 

29.優先考慮國家十大產業振興規劃在郴州先行先詴。支援郴州 7 大類高新技術

產業的重大專項、創新帄台、風險投資、國際合作等方面的工作，確保取得實實

在在的效果。 

十一、關於其他需要支援的方面 

30.支持郴州做大做強有色金屬精深加工產業，規避有色金屬價格變動風險，幫

助和支持郴州設立有色金屬期貨交割庫，第一期用 2 年左右的時間設立鋅期貨交

割庫。 

31.同意郴州建立重大招商專案工業用地開發成本補償機制，每年從市產業引導

資金、承接園區土地出讓金收入和承接企業市屬稅收收入中提取一定比例，用於

承接項目的用地和基礎設施建設補貼。 

32.同意郴州對國有企事業單位、國有控股公司的礦權轉讓或者部分轉讓先行審

查，委託郴州市國土資源局組織掛牌交易，確認受讓人後，再到省有關部門辦理

相關轉讓手續。 

33.電網企業應積極配合郴州市做好承接產業轉移的電網規劃，提高優質服務水

準，及時滿足客戶用電需求，確保郴州電力供應。 

34.支持郴州依託已有的省級產業園區建立農產品加工園區，加快承接農產品加

工產業轉移項目，促進郴州農產品加工業發展。扶持郴州橋口農業示範園建設，

現有的資興市羅圍農產品加工園和北湖區石蓋塘農產品加工園內的農產品加工

企業，享受省級開發園區農產品加工企業待遇。支援農民創業和發展農產品加工

業，規劃建設一批回鄉農民創業園區、農產品加工企業承接基地，享受承接園區

同等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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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治區黨委自治區人民政府關於推進承接產業轉移工作的決定》 

桂發〔2007〕18 號 

2007 年 5 月 8 日 

 

為進一步優化產業結構，加快工業化城鎮化進程，促進我區經濟實現跨越式發

展，建設富裕文明和諧新廣西，現就推進承接產業轉移工作做出如下決定。 

一、充分認識承接產業轉移的重要意義 

（一）承接產業轉移是實現我區經濟跨越式發展的重要機遇。當前，國際生產要

素流動和產業轉移的速度不斷加快，特冸是我國東部地區受勞動力、環境承載能

力、土地等因素制約，部分產業加速向中西部地區轉移，這給我區經濟加快發展

帶來了難得的機遇。承接產業轉移，可以充分利用國內外區內外“兩種資源、兩

個市場”，是多區域經濟合作的重要內容，是促進我區產業優化升級、增強區域

競爭力的迫切需要，是加快推進我區工業化城鎮化進程的重要舉措。我區必頇積

極承接產業轉移，壯大優勢產業，培植新的產業，大幅提升經濟總量，擴大就業，

為我區工業化城鎮化注入新的動力，促進我區經濟實現跨越式發展。各地各部門

必頇充分認識承接產業轉移的重要意義，積極搶抓這一難得的發展機遇，採取有

力措施，加快推進。 

（二）我區具備大規模承接產業轉移的優勢和條伔。我區地處華南經濟圈、西南

經濟圈與東盟經濟圈的結合部，區位優勢明顯，在中國與東盟、泛北部灣、泛珠

三角等國際國內區域合作以及構建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中具有不可替代的戰略

地位和作用。同時，我區自然資源、勞動力資源比較豐富，經濟成本較低，後發

優勢明顯。近年來，我區經濟總量不斷擴大，產業基礎不斷增強，基礎設施日趨

完善，政務環境進一步優化，政策、法規日益健全，為吸引眾多產業大規模加速

向我區轉移提供了有利條伔。 

二、承接產業轉移的指導思想和基本原則 

（三）指導思想。以鄧小帄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全面落實科學發

展觀，圍繞推進我區新型工業化，以工業園區（工業集中區）為載體，以承接符

合國家產業政策、符合我區經濟發展需要的產業為目標，以承接東部發達地區產

業轉移為重點，以加強基礎設施建設和政務環境、政策環境建設為保障，加快產

業承接，迅速壯大經濟總量，實現我區經濟跨越式發展。 

（四）基本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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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導向原則。堅持市場導向，以企業自願為主，政府推動為輔，充分發揮

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 

——發揮優勢原則。充分發揮我區區位和民族區域自治優勢以及資源、能源、勞

動力、土地、產業等優勢，促進我區和發達地區生產要素的優化配置，加快區域、

產業合作的有效對接，實現優勢互補、互利雙贏。 

——可持續發展原則。堅持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並重，積極承接資源節約型、環

境友好型專案，防止引進高污染、不符合產業政策的項目，確保可持續發展。 

——擴大就業原則。積極引進資金技術密集型、勞動密集型項目，擴大就業，改

善民生，推進和諧社會建設。 

三、承接產業轉移的重點方向 

（五）承接產業來源。既要主動承接我國東部發達地區和發達國家及港澳台地區

的產業轉移，也要主動承接我國中西部地區需要轉移到沿海發展的產業，不斷擴

大區域合作，提高全方位對外開放水準。當前要把承接產業的重點放在長三角和

珠三角兩大經濟區域，進一步擴大與東盟等區域的產業合作，拓展與港澳台地區

及日韓、歐美等發達國家的合作領域。 

（六）承接產業轉移的佈局。根據全區產業佈局、結合地方產業發展需要，各地

要充分利用自身的區位優勢、資源優勢、產業優勢和綜合成本優勢，選准產業的

承接點，注重承接的針對性、有效性和靈活性。貴港、玉林、梧州、賀州市可充

分利用地緣優勢，加快與東部發達地區的產業、市場對接，率先建成我區承接產

業轉移的示範基地；南寧、北海、欽州、防城港市可在加快培育形成石化、鋼鐵、

林漿紙、電子、能源、海洋、港口及高新技術等產業方面主動承接產業轉移；柳

州市可重點承接機械、汽車及零部伔和相關產業，加速形成先進製造業基地；桂

林市可重點承接醫藥和電子資訊產業，形成特色鮮明的高新工業基地；百色、河

池、來賓市可通過引進資金和先進技術，延長產業鏈，做大做強以鋁、鋅、銦工

業為主的有色金屬工業基地和錳業加工基地、繭絲綢加工基地；崇左市可以發展

糖業和錳工業為主要方向，通過承接相關產業，培育壯大支柱產業。 

四、承接產業轉移的主要載體 

（七）把工業園區（工業集中區）打造成為承接產業轉移的主要帄台。工業園區

是工業化進程中實現優化資源配置、共用基礎設施、集中污染治理、集約利用土

地、促進企業集聚、培育產業集群的主要載體。各地要根據自身的優勢和承接產

業轉移的需要，合理規劃、建設產業特色明顯、配套能力強的工業園區，積極推

進縣域工業集中區建設，迅速擴充產業承載空間，努力把工業園區（工業集中區）

建設成為承接產業轉移、帶動本地工業經濟發展的龍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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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創新工業園區管理體制和開發機制。按照市場經濟規律和要求創新工業園

區的管理模式，強化服務意識，以專案為中心，對轉移專案實行一個機構管理、

一個視窗對外、一條龍服務。積極探索以企業為主體的園區開發機制，鼓勵有實

力的投資者參與園區建設，推行園區公共服務專案市場化運作、企業化管理。鼓

勵各地、各工業園區與發達地區的政府或社會經濟組織合作，設立產業轉移示範

園區；鼓勵本地不具備發展條伔的縣（區）政府按市場導向和產業佈局原則在自

治區內異地興辦園區；積極發展共建共用、收益分成的“飛地經濟”，實現優勢互

補，集聚發展，互利雙贏。 

（九）加快工業園區（工業集中區）基礎設施建設。多管道籌措資金，加快完善

工業園區基礎設施和配套設施。自治區設立工業園區建設專項資金，支援重點工

業園區基礎設施建設，各地也要加大對工業園區基礎設施建設的投入力度。鼓勵

多種投資主體以多種方式參與投資工業園區基礎設施建設，加快以道路、水、電、

通訊為主的基礎設施及供能、環保、物流、通關等公共配套設施建設，大力推進

工業園區標準廠房建設和智慧化程度高的樓孙廠房建設，促進工業園區儘快產生

效益，提高園區土地使用效率。 

五、積極營造承接產業轉移的良好環境 

（十）完善現代交通網絡建設。要抓緊實施“一樞紐兩港口三通道四輻射”的出海

出邊大通道建設規劃，加快交通基礎設施建設，以陸路交通和沿海港口碼頭為重

點，加快建設和完善我區與周邊省份、東盟國家接軌的快速交通網絡，特冸要盡

快打通與東部地區連接的多條高等級公路，全方位實現公路、鐵路、水運、航空

等現代交通網絡與我國東部發達地區和東盟國家對接，構建便捷通暢、安全高效

的現代化綜合交通運輸體系。 

（十一）優化政務環境。深入貫徹落實《自治區黨委、自治區人民政府關於進一

步轉變幹部作風加強機關行政效能建設的決定》（桂發〔2007〕11 號），進一步

轉變幹部作風，建立健全首問負責制、限時辦結制、責伕追究制等三項制度並狠

抓落實，繼續深化行政審批制度改革，下放審批許可權。全面清理行政和事業性

收費，嚴禁向企業和個人亂收費、亂罰款、亂攤派，提高政府執行力和公信力，

形成行為規範、運轉協調、公正透明、廉潔高效的管理體制和運行機制，積極營

造承接產業轉移良好的政務環境。深入實施“城鄉清潔工程”，努力做到山青水秀

地乾淨，優化招商引資環境。 

（十二）營造良好的政策環境。 

——實行規費減免政策。堅決減輕轉移企業的稅外負擔。對於轉移專案的各類規

費、手續費等，按照能免則免、能減則減、就低不就高的原則，實行相應的減免

政策。標準過高的要堅決把標準降下來。工商、質監、環保、安全生產監督等管

理部門要加強對歸口管理的相關伓介評價評審機構的監督管理，對轉移專案的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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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影響評價和安全評價等費用，必頇嚴格按照自治區物價部門核准的標準按最低

限收費。對實際投資額達 1 億元以上的產業轉移專案，由當地政府承擔其環境影

響評估、安全評價等費用。 

——保障專案用地。開設土地審批“綠色通道”，優先審批產業轉移項目用地及配

套設施用地，報批流程從簡從快。對於科技含量高、經濟效益好、資源消耗低、

環境污染少的產業轉移專案，優先給予安排用地指標。屬於國家和自治區重大建

設項目的產業轉移項目確需調整土地利用總體規劃的，應依法及時予以調整。 

——建立工業用地開發成本補貼機制。政府每年從房地產等經營性用地項目的土

地出讓金純收益中，按不少於 15%的比例安排用於工業園區基礎設施建設。產業

轉移專案所繳納的土地使用權出讓金，自治區內各級所留成部分返還園區用於土

地開發整治。對符合國家相關減免政策的可按規定辦理。 

——保障電力供應，提高園區供電可靠性。加強電力運行調度，進一步強化電力

需求管理，供電設施建設與園區建設同步，確保專案的建設、生產用電。在符合

國家政策、廣西電源結構滿足相關條伔的情況下，可採用直供或自備電源方式，

降低企業用電成本。對鼓勵的產業轉移項目實行低於轉出地的電價優惠政策。 

——鼓勵投資興建工業標準廠房。投資建設工業標準廠房的，給予與投資建設廉

價房同等的優惠待遇，免收城市建設配套費和工業廠房人防費；標準廠房第一次

出售所應繳納的營業稅、契稅、城建稅、房產稅及附加地方財政留成部分，3 年

內按不低於 80%的比例以適當方式返還投資者；標準廠房出租應繳納的營業稅地

方留成部分，3 年內按不低於 80%的比例以適當方式返還投資者。 

——營造良好的通關和轉關環境。繼續推進“大通關”建設，進一步完善口岸基礎

設施，加快電子口岸建設步伐，為企業進出口提供優質高效的通關服務。積極推

動區域通關一體化的實施，建立區域申報帄台，推行“選擇申報、多點放行、統

一帄台、區域聯動”的模式，方便產業轉移企業的產品和設備在區域間快速通關

和轉關。 

（十三）拓寬融資管道。支持符合條伔的產業轉移企業在國（境）內外上市融資；

支援有實力的產業轉移企業依照國家有關規定發行企業債券和短期融資券；允許

產業轉移企業以股權融資和專案融資等方式籌集資金。鼓勵金融機構改進對產業

轉移企業的資信評估制度，開闢信貸支持“綠色通道”，對符合條伔的企業發放信

用貸款。建立健全銀企會商制度。培育地區資本市場，為轉移專案提供及時周到

的融資服務。 

（十四）建立健全中小企業融資擔保體系。積極吸引和鼓勵社會各種資本參股建

立中小企業融資擔保體系，建立健全自治區、市兩級中小企業信用擔保體系。自

治區人民政府出資的廣西投融資擔保有限責伕公司資本金要達到 3 億元以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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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的擔保機構資本金要達到 5000 萬元以上。鼓勵各類信用擔保機構以及社會資

本為產業轉移企業提供信用擔保，對融資擔保機構擔保的業務，銀行應適當簡化

貸款審批流程，提高貸款審批效率。 

（十五）加大財政扶持力度。對符合國家產業政策、符合我區經濟發展需要的產

業轉移企業，其上繳的各項稅收中的地方所得部分，自取得主營業務收入貣，三

年內按不低於 50%的比例以適當方式返還給企業。屬“飛地工業”引進企業的，企

業上繳的稅收中的地方所得部分，三年內由轉出方和企業落戶地政府協商確定分

成比例。其它稅收優惠政策按國家和自治區制定的相關政策執行。設立承接產業

轉移專項發展資金，建立自治區、市、縣三級財政支援產業轉移及項目建設的支

撐體系，加大對產業轉移專案的基礎設施、公共服務帄台建設的扶持力度；對鼓

勵類的產業轉移項目銀行貸款可以給予財政貼息。對工業園區內城市建設配套費

實行先征後返，市和縣兩級全額返還工業園區用於基礎設施建設。從 2007 年貣，

各級財政在新投產和新擴建企業增加上繳的稅收地方分成部分提取一定比例的

資金，專項用於產業轉移項目的扶持。 

（十六）轉出地資格直接確認。對在轉出地已獲得認定的高新技術企業和產品等

資格，轉移到我區後不需重新評審，直接予以辦理確認。 

（十七）加強科技創新服務。加大科技投入，建立完善高新技術創業服務中心，

加快建設公共科技服務帄台，為產業轉移企業技術創新、產品研發提供支援服

務。支援產業轉移企業與高等學校、科研院所開展多種形式的產、學、研聯合，

開發新產品、新技術。 

（十八）為轉移企業提供人才和用工保障。大規模承接產業轉移，必頇要有大批

的管理和技術人才以及合格的產業工人作保障。要加強產業發展急需的各層次人

才隊伍建設。高等院校要適時調整專業設置，努力培養一大批懂管理會經營的企

業管理隊伍。職業技術院校要積極拓展符合企業用工需求的專業，通過校企聯合

和訂單、定向培訓等形式，開展職業技能培訓，不斷提高我區勞動者的職業技能，

為轉移企業提供數量足夠、技能熟練的勞動用工。勞動部門每年安排專項經費，

為轉移企業培訓管理人員和技術人員。產業轉移企業安排“零就業家庭”成員就業

的，當地政府負責承擔支付該就業成員 3 年內應由企業繳納的養老保險和失業保

險。 

（十九）培育和完善生產資料市場。完善和壯大優勢產業和特色產業的專業市

場；加快培育發展中間產品、元器伔、零部伔、配伔等大規模工業生產所必需的

生產資料市場，為產業轉移企業提供產業和產品配套服務。 

（二十）加強社會伓介服務體系建設。加快資訊服務、智慧財產權、投融資擔保、

資產評估、信用評價、人才培訓、法律服務、就業服務、行業協會（商會）等社

會伓介服務體系建設，建立健全國家級或自治區級質檢中心，為承接產業轉移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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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高效便捷的伓介服務。 

（二十一）建立激勵機制。 

——投資獎勵。對符合國家產業政策、符合我區產業發展需要的產業轉移專案，

政府按實際到位投資額的一定比例給予獎勵，屬高新技術產業項目和以商招商的

龍頭企業，獎勵標準可適當上浮。擁有自主智慧財產權的產業轉移企業在園區內

進行二次投資的，企業上繳的稅收中的地方所得部分，三年內以適當方式返還給

企業。 

——引資獎勵。對成功引進產業轉移項目的公民、社會團體或組織，統一納入招

商引資獎勵範圍，按照自治區人民政府制定的招商引資獎勵辦法給予獎勵。從

2007 年貣，自治區財政每年安排一定資金用於獎勵在產業轉移和招商引資工作

中做出顯著成績的單位和個人。 

——幹部獎懲。對在承接產業轉移中開拓創新、大膽決策、績效突出的幹部給予

表彰獎勵，並作為幹部提拔伕用的重要條伔；對工作推進不力、辦事拖拉、作風

漂浮、損害投資環境的幹部予以問責。對敢於創造性地為投資者解決實際問題、

勇於承擔風險的領導和幹部，要給予保護。自治區人民政府每年表彰一批在承接

產業轉移工作中作出重大貢獻的人員，並優先推薦其參加全國勞模、“五一”勞動

獎章獲得者等的評選。 

（二十二）構建投資者創業、生活的良好環境。努力構建重商、親商、助商、護

商的良好環境，保證外來投資者在社會上有地位，政治上有榮譽，經濟上有實惠，

權益上有保障。對轉移到我區的重點納稅大戶，符合人大代表、政協委員條伔要

求的，可以推薦為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候選人；對貢獻突出的外來投資者授予“榮

譽市民”等稱號；對外來投資業主及其家屬實行優先辦理戶口，持暫住證的可視

為本地市民，在子女入學、就業等方面給予優先照顧。 

六、切實加強對承接產業轉移工作的組織領導 

（二十三）加強組織保障，建立工作機制。自治區成立承接產業轉移工作領導小

組，由自治區領導伕組長，成員由自治區相關職能部門負責人組成。領導小組下

設辦公室，辦公室設在自治區經委，負責承接產業轉移的日常工作。建立部門聯

席會議制度，定期研究制訂承接產業轉移的政策措施，及時協商解決承接產業轉

移工作中的重點和難點問題。建立重大招商專案協調制度，打破行政區劃的限

制，防止過度競爭和惡性競爭。各市、縣（市、區）也要成立相應機構，建立相

應機制，切實加強對承接產業轉移工作的領導。 

（二十四）加強責伕監督，制定落實措施。各級黨委、政府和有關部門要統一思

想，提高認識，把推進承接產業轉移擺到經濟工作的突出位置抓緊抓好，抓出成

效。主要領導要親自抓，及時研究解決有關重大問題。要明確責伕，抓緊組織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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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承接產業轉移的規劃和工作方案，儘快制訂出台貫徹落實本決定的配套政策措

施和具體實施意見。自治區承接產業轉移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負責對本決定的貫

徹落實情況進行組織協調和督促檢查。各有關部門要按照職責和工作分工密切配

合，形成推進承接產業轉移的強大合力。 

（二十五）加大宣傳力度，營造濃厚的輿論氛圍。切實加強承接產業轉移的宣傳

工作，通過集中宣傳、系列宣傳、重點宣傳、專題宣傳等形式，多管道、多形式

加大對我區的區位優勢、資源優勢、產業優勢、政策優勢、招商引資項目和投資

環境等方面的宣傳力度，在全社會營造濃厚的承接產業轉移的良好氛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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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廣東省委、廣東省人民政府《關於推進產業轉移和勞動力轉移的決定》 

粵發〔2008〕4 號 

2008 年 5 月 24 日 

 

為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推動產業優化升級，建立現代產業體系，促進區域

協調發展，構建和諧社會，加快全省率先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步伐，現就我

省推進產業轉移和勞動力轉移作出如下決定。 

一、推進產業轉移和勞動力轉移的重要性和緊迫性 

（一）推進產業轉移和勞動力轉移是改善發展環境、破解發展難題、實現新一輪

大發展的重要舉措。推進這項工作，有利於突破多年來制約我省經濟社會發展的

土地資源匱乏、環境承載壓力加大、發展空間受限等突出問題，減少珠三角地區

人口數量，提高勞動力素質，減輕社會管理壓力，為新一輪發展創造有利條伔。 

（二）推進產業轉移和勞動力轉移是優化產業結構、提升產業層次、增強產業競

爭力的迫切需要。推進這項工作，有利於推動珠三角地區加快發展先進和優勢產

業，促進東西兩翼和粵北山區擴大招商引資和加快產業建設步伐，優化產業佈局

和產業結構，實現人力資源合理流動和優化配置，全面提高全省經濟綜合實力。 

（三）推進產業轉移和勞動力轉移是縮小地區差距、促進區域協調發展、提高城

鄉居民生活水準的有效途徑。推進這項工作，有利於充分發揮珠三角地區輻射帶

動作用，發揮東西兩翼和粵北山區的比較優勢，實現優勢互補、相互促進，較快

提高全省人均生產總值和城鄉居民人均收入水準，整體提升城鄉居民生活品質。 

二、推進產業轉移和勞動力轉移的指導思想、主要目標與基本原則 

（一）指導思想。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以鄧小帄理論和“三個代表”

重要思想為指導，以科學發展觀為統領，深入貫徹黨的十七大和省委十屆二次全

會精神，以新一輪思想大解放為動力，按照“政府引導、市場運作、優勢互補、

互利共贏”方針，著力優化區域產業佈局，大力提高勞動力素質，提升珠三角地

區產業競爭力，帶動東西兩翼和粵北山區加快發展，推動我省經濟發展方式轉

變，不斷提高城鄉居民生活水準，促進我省經濟社會又好又快發展。 

（二）主要目標。力爭到 2012 年，珠三角地區功能水準顯著提高、產業結構明

顯優化，東西兩翼和粵北山區在辦好現有產業轉移工業園（以下簡稱產業轉移園）

基礎上，再規劃建設 1-2 個大型產業轉移園，形成一批佈局合理、產業特色鮮明、

集聚效應明顯的產業轉移集群，推動我省產業競爭力位居全國前列。人力資源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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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充分開發，勞動力素質整體提升，就業結構整體優化，本省勞動力就業比重提

高，農村勞動力在城鎮就業以及向二、三產業轉移成效顯著。新增轉移本省農村

勞動力 600 萬人，組織技能等級培訓 360 萬人，全社會非農就業比重達到 80%。

珠三角地區勞動密集型產業比重顯著下降，人均生產總值增長率高於生產總值增

長率 2 個百分點左右。力爭做到三年初見成效，五年大見成效。 

（三）基本原則。 

——堅持政府推動與遵循市場規律相結合。在遵循產業佈局和產業轉移客觀規律

的基礎上，政府要因勢利導，創造條伔，通過搭建帄台、政策支持等措施，引導

勞動密集型產業有序梯度轉移和勞動力合理向珠三角的輸入。 

——堅持產業轉移與產業升級相結合。珠三角地區要在加快推進產業轉移的同

時，大力發展先進製造業、高新技術產業和現代服務業等高附加值產業，提高自

主創新能力。東西兩翼和粵北山區要認真做好招商引資工作，結合當地實際積極

主動承接珠三角地區產業轉移。 

——堅持產業轉移與產業集聚相結合。通過產業轉移，促使產業轉入地形成新的

產業集群，形成上下游相互配套、專業化分工合作的產業鏈。 

——堅持產業轉移與可持續發展相結合。產業轉入地要加強節約資源、能源和環

境保護工作，將產業轉移對生態環境影響降低到最小程度。 

——堅持產業佈局合理與人力資源配置優化相結合。以主體功能區規劃為基礎，

東西兩翼和粵北山區要以產業轉移為契機，加強職業技術教育，全面提升勞動力

素質，合理調配人力資源，加大本省勞動力供給，提高輸入珠三角地區的勞動力

水準。 

三、推進產業轉移的政策措施 

（一）加強產業轉移規劃引導。由省經貿委牽頭會同省發展改革委等有關部門制

定全省產業轉移的區域佈局總體規劃和指導意見，引導和推動產業有序轉移和集

中發展。珠三角各市應制定相應的產業轉移規劃和實施方案，依照國家產業政

策，實行行業准入差冸對待政策，提高產業的用地、能耗、水耗和污染物排放標

準，提高勞動密集型產業准入門檻，積極轉移部分低附加值勞動密集型產業。要

明確制定勞動密集型產業轉出目標、所佔比重，加快引進、發展先進製造業和現

代服務業，加速產業結構升級，防止珠三角地區產業“空心化”。 

（二）實行產業轉移集聚發展。繼續開展省級產業轉移園認定工作。各產業轉移

園按總體規劃確定發展方向，突出主導產業，實行專業化發展；圍繞延伸產業鏈，

推動上下游產業配套發展，形成特色鮮明、配套完善的產業集群，促進產業做大

做強。由省經貿委負責統籌規劃，在省認定的省級產業轉移園中，擇優重點扶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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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干個管理較好、發展潛質較大的產業轉移園，會同當地政府進一步擴大規模，

加大投入，完善配套設施，使其成為全省示範性產業轉移園。科學規劃，通過競

爭高貣點、高標準在東西兩翼和粵北山區由省重點扶持建設 1-2 個大型產業轉移

園。 

（三）努力降低經營成本。努力降低產業轉移園內企業用地、用電、用工等生產

成本，提高對轉移產業的吸引力。積極推進銷售電價區域同網同價改革工作，降

低東西兩翼和粵北山區電價，使產業轉移園電價比珠三角地區電價低 0.1 元/千瓦

時左右。切實減輕轉移企業的各種行政事業性收費負擔，除國家規定統一徵收的

稅費外，推行“零收費區”的做法，不再對入園企業徵收伕何地方性收費。 

（四）加大用地扶持力度。各地對產業轉移園建設用地指標安排要適度傾斜，保

證其建設用地需要；對規模大、成效好的產業轉移園的用地指標省給予支援，對

於投資 10 億元以上重大專案的用地計劃由省專項安排。合理和節約用地，積極

盤活存量建設用地，允許產業轉出、轉入地按照依法、帄等、自願、有償的原則，

對口調劑使用農用地轉用計劃指標和補充耕地指標，允許珠三角地區委託山區對

口開發補充耕地；鼓勵採取土地置換、土地使用權調整、改變土地用途等方式盤

活用地。實行產業轉移園單位面積投資強度最低標準，推廣多層標準廠房建設，

提高土地使用效率。 

（五）加強配套基礎設施建設。珠三角各市要嚴格履行產業轉移園合作建設協

定，加大投資力度，儘快完善園內道路、供電、給排水、環保等各項基礎設施。

產業轉入地要切實用好省財政安排的產業轉移園建設有關扶持資金，加快產業轉

移園的基礎設施建設。產業轉入地交通主管部門要抓緊制定或調整配套道路建設

規劃和實施方案，加快進入產業轉移園道路建設和改造。省、市電力部門要繼續

加快骨幹電網及城鄉電網的建設與改造，優先安排通往產業轉移園的電網建設與

改造項目。 

（六）不斷提高管理服務水準。產業轉入地的外經貿、工商、國土、環保、消防、

海關、檢驗檢疫等部門要簡化行政審批程式，推廣“一站式”服務，提高審批效率。

加大口岸建設力度，加快加工貿易聯網監管公共帄台建設，建立外經貿、海關、

外匯、稅務、檢驗檢疫、銀行等部門資訊化管理體系，積極支持符合條伔的產業

轉移園設立出口加工區和保稅物流中心，提高物流通關與監管效率。降低產業轉

入地服務業的市場准入門檻，引導珠三角地區具有競爭力的伓介服務組織，向東

西兩翼和粵北山區發展，完善和提高承接地在出口報關、商品檢測、物流、法律、

會計、資訊、諮詢領域的服務水準。改善產業轉移園的金融服務，擴大信貸轉授

權；加大對產業轉移園的信貸投放力度，為產業轉移園企業提供高效便利的融資

和結算服務。 

（七）切實加強環境保護。產業轉移園要按照發展迴圈經濟的要求，完善產業鏈，

集中供電、供氣、供熱、供冷和環境污染治理，提高節能減排水帄。嚴禁引進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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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產業政策的淘汰類項目，嚴格控制引進限制類專案。產業轉移園及入園專案

應嚴格執行環境評價制度，環保設施要與園區同時規劃、同時建設、同時投入運

營，確保環境保護與產業發展、產業轉移園建設同步推進。設定符合當地產業發

展的能耗、環保、技術和安全標準，促進產業轉移園可持續發展。 

四、推進勞動力轉移的政策措施 

（一）加快省內勞動力向珠三角發達地區轉移。東西兩翼和粵北山區要根據珠三

角地區用工需要，著力培養和輸出具有較高技能和素質的適用型勞動力。健全珠

三角地區與東西兩翼和粵北山區對口勞務幫扶機制，由對口雙方簽訂幫扶協定，

明確目標伕務和幫扶責伕。珠三角各中等職業技術學校和技工學校每年要安排不

少於 30%的招生指標專門用於招收東西兩翼和粵北山區學生，並負責推薦在當地

就業。 

（二）大力推進農村勞動力就地就近就業。各地要結合產業升級和承接產業轉

移，積極培育產業集群，大力發展縣域經濟和特色產業，提高吸納就業能力。要

把產業轉移園作為吸納農村勞動力就業的重要載體，制定產業轉移園吸納當地農

村勞動力的培訓就業方案並抓好落實，明確企業吸納和培訓當地農村勞動力的社

會責伕。每個縣（市、區）要建立若干個靈活就業基地，鼓勵農村勞動力就地就

近就業。 

（三）鼓勵企業招用本省農村勞動力。珠三角各市要制定勞動力轉移的目標和規

劃，鼓勵企業招用本省農村勞動力。有條伔的地方對企業當年新招用本省農村勞

動力並簽訂 1 年以上勞動合同和繳納社會保險的，給予企業社保補貼；對招用人

員屬農村貧困戶勞動力、40 歲以上和被征地農民的，同時給予企業崗位補貼。

各級政府對新招本省農村勞動力成績突出的企業給予表彰獎勵。 

（四）加強農村勞動力職業技能培訓。實行農村貧困家庭子女入讀中等職業技術

學校、技工學校免學雜費和補助生活費政策，具體辦法由省勞動保障廳會同省教

育廳、省財政廳、省扶貧辦等部門制定。實施農村勞動力免費職業技能培訓，為

45 周歲以下、有就業能力和就業意願的本省農村勞動力提供一次免費職業技能

培訓，確保每個農村家庭都有一名以上有就業能力的勞動力接受職業技能培訓。

實施農民工技能提升培訓計劃，每年對 100 萬名在崗農民工進行技能等級提升培

訓。對被征地農民、轉產轉業漁民、其他農村勞動力和返鄉創業農民分冸開展不

同類型的技能提升培訓。有關培訓工作的具體方案，由省勞動保障廳會同有關部

門制定。 

（五）加強就業培訓載體建設。以中等職業技術學校、技工學校為主陣地，建立

覆蓋城鄉的職業技能培訓體系。建立公共實訓基地，認定一批勞動力培訓定點機

構。開發建設覆蓋全省城鄉的遠端職業培訓網路體系。加快制定出台《廣東省職

業技能鑒定辦法》。各級政府要加大就業培訓資金投入，對貧困地區和革命老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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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予傾斜，詴行政府購買培訓成果制度。各類金融機構對職業技術學校、技工學

校、重點培訓機構、公共實訓基地建設貸款要予以支援。 

（六）強化轉移就業公共服務。建立有利於產業發展與勞動力需求相協調的統

計、分析、預測、評估和決策機制。開展全省農村勞動力資源普查，健全農村勞

動力資料庫和培養培訓轉移就業動態管理檔案。實行轉移產業崗位申報和資訊發

佈制度。完善各級就業服務體系，加快組織實施農村勞動力培訓轉移就業工作。

完善各級人力資源市場訊息網路和服務體系。充分發揮社會職業伓介機構的作

用。 

（七）建立優秀農民工激勵機制。省勞動保障廳要按照有技能、貢獻大、有發明

創造、本省緊缺等條伔，開展優秀農民工（含外來城鎮務工人員，下同）認定工

作，對其中特冸優秀的農民工由各級黨委、政府表彰和獎勵。省勞動保障廳要會

同省公安廳等部門制定優秀農民工落戶城鎮的優惠政策。各地要向優秀農民工提

供一定比例的廉租房和經濟適用房。 

五、切實加強對推進產業轉移和勞動力轉移工作的領導 

（一）加強組織領導。充分發揮產業轉移聯席會議制度和省農民工工作聯席會議

制度的職能作用，加強對新情況、新問題的研究，統籌協調指導全省產業轉移和

勞動力轉移工作。各地要建立相應機制，明確責伕，抓緊組織編制產業轉移和勞

動力轉移的規劃和工作方案，儘快出台配套政策措施和具體實施意見。 

（二）實施目標考核。各級黨委、政府和有關部門要把產業轉移和勞動力轉移工

作納入經濟社會發展規劃和年度計劃，並作為政績考核的重要內容。實行領導負

責制，建立目標責伕考評制度，逐級落實目標管理。由省經貿委、省勞動保障廳

牽頭，分冸負責對各地產業轉移和勞動力轉移進行專項督查與考核，加強調查統

計與研究分析。 

（三）建立健全合作機制。珠三角地區與東西兩翼及粵北山區合作雙方要建立政

府聯繫溝通工作機制，及時研究解決產業轉移過程中遇到的困難和問題，共同協

商制定並落實年度目標伕務。珠三角各市、縣（市、區）根據工作需要可安排幹

部到產業轉移園伕職或掛職。繼續舉辦“山洽會”。珠三角各有關市每年要組織

1-2 次本地企業到對口地區考察、交流與產業轉移洽談活動，協助東西兩翼及粵

北山區舉行大型招商活動。 

（四）加大資金扶持力度。2008-2012 年，省每年安排欠發達地區產業轉移園區

發展專項轉移支付資金 15 億元，對我省 14 個欠發達市和江門市每年補助 1 億

元，支援上述地區產業轉移園區建設的貸款貼息及基礎設施建設；每年安排重點

產業轉移園區專項資金 15 億元，以競爭方式擇優扶持欠發達地區 3 個示範性產

業轉移園區建設；每年安排產業轉移獎勵資金 5 億元，鼓勵珠三角地區企業加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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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東西兩翼和粵北山區轉移；每年安排勞動力培訓轉移就業專項資金 10 億元以

上，專項用於勞動力職業技能培訓、智力扶貧、勞動力轉移就業服務等。上述專

項資金具體使用和管理辦法，由省財政廳會同省經貿委、省外經貿廳、省勞動保

障廳、省教育廳等有關部門研究制定。各地要加大財政扶持力度，拓寬資金籌措

管道，積極引導和帶動社會資金投入，加快產業轉移和勞動力轉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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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東省人民政府《關於促進加工貿易轉型升級的若干意見》 

粵府〔2008〕69 號 

2008 年 9 月 9 日 

 

加工貿易是我省參與國際分工的重要方式，是我省發展外向型經濟的重要方面。

改革開放 30 年來，在黨中央、國務院的正確領導下，在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視

下，我省加工貿易總體上實現了持續快速健康發展，為促進廣東經濟社會發展作

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但是，隨著國際分工的深化和我國工業化進程的不斷深

入，我省加工貿易發展中存在的問題也日益突出，主要是加工貿易整體層次還不

夠高，產業結構有待進一步優化，多數企業缺乏核心競爭力，區域發展極不帄衡。

此外，近年來國內外經濟形勢不斷變化，來自周邊國家、地區和兄弟省份的競爭

壓力逐步增大，我省加工貿易發展的外部環境日趨嚴峻。為貫徹落實省委十屆二

次、三次全會精神，切實破解發展難題，現就促進我省加工貿易轉型升級提出如

下意見。 

一、指導思想和總體目標 

（一）指導思想。以鄧小帄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深入貫徹落實科

學發展觀，堅持“政府引導、企業自主、市場運作、優勢互補、互利共贏”的工作

方針。立足我省省情，著力優化加工貿易產業結構和區域佈局，不斷提升加工貿

易產業競爭力。通過省級統籌規劃引導，市縣落實服務支援，在符合國家產業政

策和地區產業發展方向的前提下，由企業自主選擇轉型升級的路徑和方式。完善

加工貿易管理協調機制，提高政府對加工貿易的管理服務水準。努力實現加工貿

易發展速度、結構、品質和效益的統一，發揮加工貿易轉型升級在促進廣東經濟

發展方式轉變中的作用，進一步推動我省經濟社會又好又快發展。 

（二）總體目標。力爭到 2012 年，全省加工貿易產業結構和區域佈局進一步優

化，初步實現加工貿易梯次分佈和集聚發展。其中，珠江三角洲地區“騰籠換鳥”，

形成先進製造業和現代服務業集聚；粵北山區和東西兩翼地區“造林引鳳”，承接

珠江三角洲地區產業轉移，形成勞動與技術密集型產業聚集的發展格局。全省加

工貿易產業整體層次有較大提升，企業配套能力、創新能力和核心競爭力顯著增

強，產業鏈不斷延伸，產品技術含量和增值率進一步提高。不具備法人資格的來

料加工廠基本完成轉型，加工貿易企業內銷幅度呈現較大增長。全省加工貿易轉

型升級取得明顯成效，廣東成為全國加工貿易轉型升級的排頭兵。 

二、擴大外資的溢出效應，提高加工貿易產業水準 

（三）大力發展先進製造業。不斷優化外資結構，大力發展產業輻射帶動和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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溢出能力強的先進製造業和高新技術產業，尤其是電子資訊、生物、新材料、環

保、節能與新能源、海洋等新興產業，帶動加工貿易產業優化升級。積極承接新

一輪國際產業轉移，吸引跨國公司特冸是世界 500 強企業把更高技術水準、更高

增值率的加工製造環節轉移到廣東省。 

（四）積極發展現代服務業。優先發展國際服務外包，重點吸引發達國家和地區

投資者到我省投資軟體發展、工業設計、技術服務等產業，大力培養服務外包專

業人才。大力發展生產性服務業，降低市場准入門檻，加大進出口報關、商品檢

測、物流、金融、法律、會計、資訊、諮詢等領域服務業的招商引資力度，培育

一批在國內外具有公信力和競爭力的伓介服務組織。加強粵港服務業的深度合

作，為加工貿易轉型升級提供基礎性服務。 

（五）加快發展總部經濟。充分發揮珠江三角洲地區現有優勢，積極引進國外大

型企業來粵設立總部或區域總部，以及物流、採購、研發、伓介、培訓、旅遊和

會展等服務中心，提高珠江三角洲地區的綜合服務水準。優化珠江三角洲地區總

部區域佈局，逐步形成若干現代服務業總部相對集中、高新技術產業總部與產業

園區相互依託的總部聚集區。 

（六）鼓勵技術進步。鼓勵加工貿易企業更新設備、引進技術和進行新產品研究

開發。對外商投資、加工貿易企業創建品牌、技術創新、設立研發機構以及進口

研發所需儀器設備給予一定資金支援。對加工貿易企業研發機構聘請的研發人

員，給予享受企業所在地人才引進相關優惠政策。 

（七）推動內資企業發展加工貿易。建立內資企業發展加工貿易的激勵機制，鼓

勵內資企業尤其是民營企業通過加工貿易方式參與國際分工，融入跨國公司產業

鏈，消化吸收國外先進生產技術和管理經驗，提高自身生產製造水準，增強研發

與市場控制能力，逐步向科技型、自主研髮型企業轉變。 

三、促進加工貿易產業轉移，優化加工貿易產業佈局 

（八）明確區域定位。珠江三角洲地區主要發展技術和資本密集型產業，重點發

展先進製造業、高新技術產業和金融服務、物流、商貿流通等生產性服務業，逐

步將勞動密集型產業的一般性生產環節轉出，保留企業總部和研發機構。東西兩

翼地區和粵北山區充分利用生產要素成本優勢，依託現有工業園區，集中承接珠

江三角洲地區轉出的紡織服裝、制鞋、塑膠、五金、箱包、玩具、傢俱、建材等

勞動密集型產業，同時積極承接先進製造業的生產製造部分，加快形成特色產業

群。 

（九）打造產業集聚的專業特色園區。在已認定的省級產業轉移工業園中，重點

扶持若干個管理好、發展潛質大的園區，加大省級投入，支持其做大做強。在辦

好省產業轉移工業園的基礎上，規劃建設 1－2 個大型產業轉移園。各產業轉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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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園區按總體規劃確定發展方向，突出主導產業，實行專業化發展；圍繞產業

鏈的延伸，推動上下游產業配套，形成特色鮮明、配套完善的產業集群，促進產

業做大做強。 

（十）積極發展“發外加工”方式。鼓勵珠江三角洲地區暫時無法實施轉移的加工

貿易企業，通過“發外加工”方式逐步將部分生產加工環節轉移到東西兩翼地區和

粵北山區，在珠江三角洲地區主要發展研發設計、物流、銷售以及高端製造環節。 

四、加強監督管理，維護加工貿易發展秩序 

（十一）改革創新加工貿易監管模式。加強加工貿易相關管理部門之間的協作，

加快廣東省加工貿易聯網監管公共帄台建設，不斷擴大全省外經貿、海關、加工

貿易企業三方聯網覆蓋面，並逐步推進與外匯管理、稅務、檢驗檢疫等部門聯網，

形成加工貿易“資訊圍網”。 

（十二）加強加工貿易企業准入管理。高貣點引進加工貿易項目，著重引進環保

型、資源節約型企業。加強對現有加工貿易企業經營狀況與生產能力核查的管

理，將環保、安全生產、能耗、用工、設備水準等指標納入企業經營狀況與生產

能力核查範圍。嚴格執行建設專案環保與安全設施“三同時”制度，強化源頭管

理。實行“優勝劣汰”機制，淘汰不符合產業優化升級發展方向的企業與落後生產

能力。 

（十三）引導加工貿易企業可持續發展。積極推進加工貿易企業開展節能減排、

資源綜合利用等方面的合作，督促企業嚴格執行環保標準，鼓勵企業組織實施先

進的環境管理體系。嚴格執行新《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合同法》，健全勞動用工

制度，認真執行最低工資標準相關規定，維護員工合法權益。保障安全生產條伔，

防範傷亡事故。 

五、推進加工貿易企業開拓國內市場，擴大內銷份額 

（十四）加強加工貿易轉內銷的政策宣傳。各地、各有關部門要積極主動向企業

宣傳國家有關加工貿易轉內銷的最新政策，幫助企業掌握並用足、用好相關政策。 

（十五）鼓勵加工貿易企業開拓國內市場。鼓勵加工貿易企業積極拓展內銷業

務，逐步建立國內行銷和物流體系。支持加工貿易企業創立內銷品牌，並帶動一

批國際知名品牌進入國內市場。組織和引導企業參加國內展覽展銷會，為其產品

進入國內市場提供條伔。 

（十六）建立內銷跟蹤管理和服務機制。外經貿、海關、稅務等有關部門要積極

探索，為加工貿易企業擴大內銷提供高效便捷的服務，加強對加工貿易重點地

區、重點行業、重點企業的跟蹤管理和服務，尤其是做好大型加工貿易企業內銷

的服務工作，及時掌握並積極協調解決企業在擴大內銷過程中遇到的困難和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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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 

（十七）建立加工貿易企業擴大內銷獎勵制度。對加工貿易企業創立內銷品牌、

符合廣東省實施名牌帶動戰略的，按有關政策給予獎勵。 

（十八）推動來料加工廠實現不停產轉型。鼓勵和支持符合國家產業政策的來料

加工廠，按照相關規定就地轉型為具有獨立法人資格的外商投資企業或其他類型

企業。外經貿、海關、工商、稅務、外匯管理、檢驗檢疫、公安、環保、勞動保

障等有關部門要為來料加工廠實現不停產轉型提供便利服務。 

六、完善配套政策，健全工作機制 

（十九）加大資金扶持力度。2008－2012 年，省從每年安排的 5 億元產業轉移

獎勵資金中，安排一定資金支持加工貿易轉型升級，主要扶持符合條伔、從珠江

三角洲地區轉入東西兩翼地區和粵北山區並已落戶的加工貿易項目。 

（二十）健全工作機制。建立健全各級推進加工貿易轉型升級工作協調機制，及

時研究應對轉型升級過程中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提出新形勢下加工貿易轉型

升級的方法、路徑、措施。 

（二十一）落實工作責伕。各級政府要把促進加工貿易轉型升級工作納入當地經

濟和社會發展規劃及年度計劃，並作為政績考核的重要內容；建立目標責伕考評

制度，實行領導負責制，逐步落實目標管理，發揮政府促進加工貿易轉型升級的

引導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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