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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產業需求
發展香港大宗商品市場的策略及建議

行政摘要



行政摘要

研究背景

香港發展大宗商品市場，是國家戰略和自身發展的實際需要，既有現實性，

也有緊迫性。

從國家戰略來看，當前全球能源低碳轉型加速，關鍵礦產資源等大宗商品

成為各國必爭資源，但現有「東方交易、西方定價、美元計價、期貨基準」

的交易「慣例」 ，我國作為最大的大宗商品需求與供給方之一，卻面臨西

方國家在能源價格與管道控制的雙向擠壓，產業發展、經濟安全與國際競

爭力均受影響。香港發展大宗商品市場，有利於發揮「兩個市場、兩種資

源」作用和與國家交易規則體系銜接的優勢，為維護國家利益及產業鏈供

應鏈安全提供重要支持。

從香港發展來看，發展大宗商品市場是打造香港經濟新增長點的重要舉措，

有利於鞏固和提升香港國際金融、航運、貿易三大中心地位，有利於助推

人民幣國際化、助力「一帶一路」建設、搶佔新能源綠色產業發展制高點。

行政長官2024年施政報告提出，要建立大宗商品交易生態圈，並就發展重

點和實施路徑提出方向性建議，香港大宗商品市場有望迎來加速發展。

從業界角度來看，香港發展大宗商品市場，既要發揮香港優勢、依托香

港禀賦謀劃方向，更要關注香港發展大宗商品市場與實體經濟的關係。

歷史上，香港曾經發展大宗商品市場，但結果並不理想，過於關注大宗

商品交易金融屬性的導向需要調整。同時，我們關注到近來中央對大宗

商品市場建設也重點發力，如2024年11月商務部、浙江省人民政府發布

了《中國（浙江）自由貿易試驗區大宗商品資源配置樞紐建設方案》。

香港建立大宗商品市場也應考慮與國家戰略同頻共振，加強國內國際聯

動，深化與粵港澳大灣區合作，在更大舞台上揮舞。

站在新的起點上，這次研究將要從產業需求、產業發展的角度出發，深

入調研產業界需求，借鑒國內外成功經驗做法，綜合評估香港發展大宗

商品市場的基礎條件、優勢劣勢、機遇挑戰，提出香港發展大宗商品市

場的策略性意見，為特區政府和業界提供參考。

需要特別說明的是，黃金也是重要的大宗商品，且在行政長官2024年施

政報告中著墨較多。由於本報告更多討論的是與產業發展相關的且亟需

得到重視的大宗商品，因此黃金等貴金屬暫不列入本次的重點研究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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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目的 研究方法

① 發揮香港在「兩個市場、兩種資源」中

的作用，維護國家利益和產業鏈供應鏈

安全

② 發揮香港與國際規則銜接優勢，講好全

球發展共同價值故事，為我國搶佔科技

競爭與未來發展制高點提供支撐

③ 發揮香港跨境交易、離岸交易、金融中

心等優勢，「再造」內地同世界各地金

融聯繫「戰略通道」

④ 發揮香港跨境人民幣結算等金融優勢，

協助「一帶一路」建設及助推人民幣國

際化

⑤ 積極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加強國際國內

聯動，與國家戰略同頻共振

⑥ 以產業發展導向為切入點，打造香港新

的經濟增長點

結構性訪談

案例分析

專題研討

• 紹榮鋼鐵有限公司常務董事龐超貽先生、瑞銀李鎮國先生、恆基兆業地產有限公司

馮孝忠先生、香港立法會議員洪雯女士、利記集團行政總裁陳婉珊女士、MizMaa

Ventures Ltd梁嘉彰女士、匯豐銀行代表等

實地調研

• 紹榮鋼鐵有限公司、恆基兆業地產、利記集團、廣州化工交易中心、廣州市政實業

有限公司、深圳能源集團、招商局集團等

• 分析紐約、倫敦、芝加哥、新加坡、上海、鄭州、廣州等代表性的國際國內城市發

展大宗商品市場的經驗

• 香港明天更好基金與綜合開發研究院（中國·深圳）進行三次內部研討

• 綜合開發研究院（中國·深圳）內部研討五次

文獻研究

• 相關產業研報、學術論文、專著、wind資料庫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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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IEA,The Role of Critical Minerals in Clean Energy Transitions.

綠色轉型帶動的關鍵金屬

• 至2040年，清潔能源礦物需求增加4倍。清潔能源技術可能佔銅和

稀土金屬總需求的 40%以上；佔鎳和鈷總需求的 60-70%；佔鋰總

需求的 90%。

• 風電、太陽能光電等低碳發電對矽、銅等礦產需求增加；海上風電

項目建設大幅增加對稀土的需求；電網擴建增加對銅和鋁的需求；

電動汽車和電池儲能產業發展對鋰、鎳、銅、石墨、鈷、錳、稀土

等需求增加。

資料來源：
夏啟繁、杜德斌，戰略性關鍵礦產的地緣政治研究.地理學報,2024: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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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王安建, 袁小晶. 大國競爭背景下的中國戰略性關鍵礦產資源安
全思考. 中國科學院院刊, 2022, 37(11): 1550-1559.

資料來源：
孫 涵,王簫鱈,孟正豪.戰略性新興產業關鍵金屬供給安全嗎？地球科
學,2022,47(10):3890.

• The Department of Commerce should establish 

an office responsible for strategic planning for 

critical materials and national security–related 

products, and the Departments of State and 

Commerce should work through the Minerals 

Supply Partnership to coordinate with partner 

countries to reroute critical supply chains.

Keith Crane, Timothy R. Heath, Alexandra Stark, Cindy Zheng，
Published Oct 22,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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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略性關鍵金屬礦產資源



• 根據世界鋼協發布的《2023年世界鋼鐵統計數據》，2022年中國鋼材消費量世界第一，佔全球成品鋼材消費量的

51.70%。 

• 中金研報表示，「一帶一路」國家多為發展中囯家，城鎮化率有提升空間，推動基礎建設有助於提升其經濟成長潛力，

為後續開展貿易等方面的合作打下基礎。中國在「一帶一路」國家的基建投資大多集中於交通、能源電力及相關的工程

建設領域，中國建築、交通運輸、機械、電力及公用事業、電力設備新能源、通訊等行業內公司可望更多參與其中，基

建投資有望提振有色、鋼鐵、建材、基礎化工等材料的需求。 

• 東南亞國家中，越南、印度尼西亞、緬甸、馬來西亞、菲律賓五國具有資源禀賦優勢，銅、鋁、錫、鎳金屬資源豐富。 

基本金屬方面，菲律賓擁有約48億噸銅礦儲量，印度尼西亞擁有5100萬噸的銅金屬儲量; 越南擁有37億噸鋁土礦儲量，

佔全球鋁土礦總量的12.33%;印度尼西亞擁有80萬噸錫金屬儲量，佔全球的17.02%，以及2,100萬噸鎳金屬儲量，佔全

球的23.6%。貴金屬方面，印度尼西亞擁有黃金儲量2500噸。 

• 近年來，中國與東盟經貿合作發展迅速，不斷取得新成績。 2022年，東盟作為我國第一大貿易夥伴的地位進一步得到

鞏固。中國對東盟貿易額高達6.52萬億元，佔我國外貿比重的15.5%；對東盟出口鋼材1986萬噸，佔出口總量的29.5%。 

因此，東盟的鋼鐵工業發展動態及趨勢對我國鋼鐵進出口影響深遠。此外，東南亞有巨大的消費增長潛力，都是鋼鐵投

資的熱點地區。

全球產量（2023, in million 

metric tons）
主要產地 交易量（手）

出口交易額/量（in million 

U.S. dollars/in million 

metric tons）

進口交易額/量(in million 

U.S. dollars/in million 

metric tons）

鋼鐵 Steel
1,885

中國、北美洲、印度、日本、
歐盟27國、俄羅斯和其他獨

聯體國家 +烏克蘭

808,561 (Steel Scrap )
61,806 (Steel Rebar )

1768.2百萬噸（表觀消費量）

316.4(in million metric tons, 
from leading countries)

21.5663(in million metric 

tons, stainless-steel)

253(in million metric tons, 
from leading countries)

21.5664(in million metric 

tons, stainless-ste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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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與「一帶一路」夥伴關係成員國合作所需的金屬

資料來源：國家商務部對外投資合作國別指南、世界鋼協。



• 中國內地是大宗商品交易的重要市場，香港可以利用其金融服務、風險管

理工具和人民幣離岸市場的優勢，幫助中國內地大宗商品交易企業更好走

出去和滿足境外對沖交易需求。

• 全球大宗商品消費增長情況。 一個世紀以來，全球大宗商品生產和消費

大幅增加; 在主要大宗商品中，金屬需求增長了十倍，能源需求增長了六

倍，食品需求增長了四倍，且商品組間及商品組內部各商品的相對重要性

發生了明顯變化。 

• 中國內地大宗商品消費情況。 中國是推動全球金屬消費增長的主要力量。 

1995-2020年間，全球金屬消費量翻了一番多，其中中國佔增長的90%。 

中國在世界金屬消費中的份額由2000年的10%提高到2020年的50%以上，

生產和消費了全球一半以上的主要基礎金屬、鐵礦石和鋼鐵。

進口 出口

排
名

大宗商品 數量(萬噸) 大宗商品 數量(萬噸)

1 鐵礦砂及其精礦 117906 鋼材 9026

2 原油 56399 成品油 5371

3 煤 29320 焦炭、半焦炭 892

4 大豆 9941 穀物及穀物粉 318.04

5 成品油 4769 氧化鎂 309.39

進口 出口

排
名

大宗商品 金額(百萬美元) 大宗商品 金額(百萬美元)

1 原油 365725.86 鋼材 94618.82

2 鐵礦砂及其精礦 127728.8 成品油 48142.02

3 大豆 60898.54 鋁材 25964.3

4 銅礦砂及其精礦 55990.42
鋼鐵或銅製標準緊

固件
13398.04

5 煤 42683.29 未鍛軋銅及銅材 9564.22

表：中國大宗商品進出口TOP5 （分別按數量和金額劃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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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內地大宗商品進出口排名靠前的品類

數據來源：世界銀行、國家統計侷、金十期貨。



總體研判

對戰略機遇期的研判：地緣政治日趨複雜，香港受到美西方國家制約，同時也因具有分散「美元武器化」風險的優勢受到中東等國家關注。中東等國家和地區對

「美元武器化」風險存在厭惡，對亞洲親美的國家存疑，香港是「雞蛋不放在同一個籃子」的最佳選擇。大宗商品對各國而言，是重要社會民生的物資保障、搶佔

新產業發展的基礎材料。如果香港有大宗商品市場，疊加香港跨境交易、離岸交易、國際金融貿易航運中心、背靠中國內地大市場等優勢，將成為不同經濟體和企

業防範西方市場「斷鏈」 「斷供」風險的戰略選擇地。

香港發展大宗商品市場迎來重要戰略機遇，應放大優勢、克服短板、產業導向，加快推進

優
勢
vs

劣
勢

自由港制度 普通法 金融基礎設施

與LME緊密聯繫 聯動內地大市場 物流樞紐

• 低稅率、簡稅制；貨物、人員、資金、資訊等自由進出；對絕大多數商品免

征關稅；離岸與在岸交易靈活

• 紐約、倫敦等重要大宗商品交易所城市適用普通法；相比把交割倉庫放在中

國內地，國際投資者會更偏向於把交割倉庫放在香港

• 能為大宗商品交易涉及的融資、保險、對沖等提供服務；離岸人民幣最大資

金池，可自由兌換外幣，有利於多幣種交易

• 香港交易所在2012年收購倫敦金屬交易所(LME)；香港黃金交易所將在2025

年1月正式運營；

• 中國內地是礦產、能源、金屬、農產品等多種大宗商品的重要進口國和輸出

國；大灣區內地城市是香港的重要腹地

• 海關效率高；亞洲重要的物流和海運樞紐；全球最繁忙的港口和機場，貨輪

服務覆蓋範圍廣且遠；訂立航運商業合同和解決爭議中心

市場規模小 市場競爭力不足 產業指引不足

專業人才短缺 基礎設施陳舊 土地供給有限

• 香港本身不是大宗商品的消費地或生產地，本地市場需求不足；許多大宗商

品交易產業鏈前端服務在香港，但最後的增值交易卻在新加坡，「肥水流入

他人田」

• 上海、大連等內地城市加快發展大宗商品交易所，並逐步成為全球重要參與

者；倫敦、紐約、芝加哥等大宗商品交易所全球定價能力穩固

• 過去，香港發展商品交易所存在品種有限、跨市場套利、交易量不足、規範

化程度不足等問題

• 國際國內資本投資、商品交易、交易所架構設置等各方面複合型人才不足

• 現有港口基礎設施的數智化程度不足；葵青碼頭等原有物流用地和設施發揮

的作用不大

• 土地供應有限、地價高，導致發展大宗商品所需的倉儲、物流等成本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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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一：促進經濟社會綠色轉型是全球共識，清潔能源技術快速部署將帶來「綠色金屬」

需求增加，綠色金屬應成為香港大宗商品類別的第一考慮。 （銅、鋰、鎳、鈷、稀土金屬等）

策略二：香港本地以及粵港澳大灣區內地城市積極佈局戰略性新興產業，支持香港本地

以及粵港澳大灣區內地城市新興產業發展所需的關鍵金屬、大宗原材料與先進材料應成

為第二考慮。（生命健康技術（生物醫藥與健康）：人工智慧與資料科學：銅、鋰、稀土元素、矽；先進製造：鎢、

鉬、鈦、鋼材、鋁材；新能源科技：鈷、鎳、鋰、銅；新一代電子資訊：銅、銀、金、矽等；黃金、銀、鉑族金屬等貴金屬）

策略三：中國在「一帶一路」夥伴關係成員國的基礎建設投資有望提振有色、鋼鐵、建

材、基礎化工等材料的需求。中國內地和「一帶一路」製造業發展需要的有色金屬和材

料應成為第三考慮。（銅、鋁、鋅、錫、鎳、鋼鐵等）

策略四：中國是推動全球金屬消費增長的主要力量。中國內地大宗商品進出口排名靠前

的品類，應當成為第四考慮。（鐵礦砂及其精礦、原油、煤、大豆、成品油、焦炭、穀物及穀物粉、氧化鎂、

鋼材、鋁材、鋼鐵或銅製標準緊固件、未鍛軋銅及銅材等）

品類選擇是香港發展大宗商品市場的關鍵，建議採取四種策略，錨定三大品類

建議選定三類產業金屬

綠色金屬

• 應用於綠色產業的銅、鋰、鎳、鈷、稀土；

• 運用綠色低碳方式生產的鋼、鋁等金屬

大宗原材料

• 鐵礦石及其精礦、原油、煤、橡膠

關鍵金屬與先進材料

• 鋼鐵、鋁、鋅、鈦、矽、石墨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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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重點領域、20項政策建議3
政策建議

重點一：建設綠色金屬和關鍵礦產全球交易中心

① 設立支持綠色金屬和關鍵礦產的戰略投資基金和項目，積極參與綠色金屬和關鍵礦產的全球投資。

② 依託中國內地在多項綠色金屬和關鍵礦產作為全球主要供應商的優勢，吸引全球礦產相關企業在香港設立辦事處，推動綠色金屬和關鍵礦產在香

港交易，打造國際交易平臺和物流樞紐；積極發展綠色金融產品，發展與綠色技術相關的基金，進一步鞏固香港作為綠色金融中心的地位。

③ 廣泛拓展交割倉分佈範圍，積極與美國、歐洲、亞洲等地的重要貿易節點建立合作，設立交割倉。與第三方倉儲公司合作，降低建造和管理成本。

④ 優化碼頭基礎設施，健全大宗商品交收機制，優化土地空間供給。整合本地及離岸交收體系，指定本地和離岸交收倉庫和指定交收倉庫。

⑤ 借力區塊鏈技術建立數字倉單平台，對大宗商品實物資產進行「確權、控貨」 ，以數字信用重塑「物的信用」 ；推動平台與商業銀行系統對接，支持參

與綠色金屬交易的企業，以現貨倉單質押，向金融機構申請綠色融資。

⑥ 探索降低金礦企業在香港開展並購交易的印花稅稅率；吸引紫金礦業集團、中國黃金集團、山東黃金集團等金礦龍頭企業或旗下資產管理

中心等重要功能部門，在港開展海外金礦並購交易 。

⑦ 進一步吸引國際國內的黃金礦業公司、黃金精煉企業和黃金貿易公司在香港設立辦事處或分支機搆，增強香港黃金市場的交易量和流動性。

深化與倫敦金屬交易所、芝加哥交易所、紐約交易所等合作，支持商品在香港交易所同時掛牌。積極拓展與「一帶一路」夥伴關係成員國的黃金交易合

作網絡，推動雙方在黃金交易、清算和結算方面的金融合作，支持「一帶一路」夥伴關係成員國企業和投資者參與香港的黃金交易市場。 9



四大重點領域、20項政策建議

重點二：打造大灣區「香港+1」大宗商品供應鏈生態

⑧ 完善物流生態，推動倉儲交易空間擴容增量。借鑒東莞-香港國際空港中心模式，探索在大灣區海岸線沿線尋找具有航運物流基礎的片區，延伸香港

機場、碼頭等物流腹地。

⑨ 借鑒日本綜合商社、廈門「三劍客」等發展經驗，建設大宗商品供應鏈戰略聯盟。支持內地國有企業、大型民營企業到香港組建專業化的進出口貿

易集團公司（或現代供應鏈戰略聯盟），開展國際貿易綜合服務業務，推動香港在進出口貿易領域實現集團化、專業化、國際化發展，培育一批具有集

聚能力的供應鏈核心企業。

⑩ 借鑒國際國內經驗，按政府引導、市場化運作原則，整合及介入產業鏈，打造全產業鏈服務商。支持香港企業發展技術顧問服務，為全球不同地區

大宗商品交易合作提供支撐，更好連結香港與國際大宗商品市場。

⑪ 發揮香港ESG優勢，協助中國內地大宗商品企業更能滿足ESG合規「走出去」。充分利用香港現有220個、資產規模約為1700億美元的環

境、社會和管治（ESG）基金，助推內地大宗商品企業進行低碳轉型；為到海外拓展的中國內地大宗商品企業提供ESG等方面的培訓，推動香港品質保

證局為其提供綠色標準認證、評審、驗證等服務。

⑫ 開闢礦業人才專才引進通道，促使香港集聚更多的礦業人才，服務於海外礦業並購交易；鑒於中國內地與亞非拉國家大宗商品經貿聯繫進一步密切，優

化高端人才通行證計劃、優秀人才入境計劃，鼓勵具有葡語、西班牙語、法語能力及商品交易經驗的人才到香港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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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重點領域、20項政策建議

重點三：強化與浙江、上海等地區聯動

⑬ 強化產業協同發展。推動浙江與香港在有色金屬等大宗商品市場協同

發展，推動在能源化工、金屬加工等領域開展技術交流與合作，共同提

升產業競爭力。加強在海事服務、航運金融等領域的合作，打造更具國

際競爭力的大宗商品產業鏈。

⑭ 加強貿易與物流合作。發揮香港在國際航運基礎設施、航運網路、航

運服務等優勢，打造香港-浙江大宗商品航運通道，為浙江提供航運技術

支持及風險控制方案。

⑮ 加強金融合作。在依法合規、風險可控的前提下，支持香港持份者

（境外經營主體）參與浙江現貨交易平臺產品交易，爭取相關資金進出

便利政策。支持香港銀行業金融機構的大宗商品專業性服務團隊參與浙

江市場，積極對接浙江「 66雲鏈」和「大宗易行」數字倉單平臺，為浙

江大宗商品交易商提供專業化金融服務。

中央支持浙江建設大宗商品資源配置樞紐的決策背景

• 區位與港口優勢。寧波舟山一帶位於東部沿海和長江水道的 「T」 字形交

匯處，深水岸線約占全國四分之一，寧波舟山港貨物吞吐量連續 14 年保

持全球第一，是全國最大的油氣港和鐵礦石中轉基地。

• 產業基礎雄厚。浙江自貿試驗區圍繞大宗商品儲運、加工、貿易、交易、

海事服務等環節形成了大量的業務規模與產業集聚。浙江的油品儲存能力

達全國 1/5，油氣吞吐量、鐵礦石吞吐量均居全國首位。舟山、寧波已建

成全國最大、全球第二的 4000 萬噸 / 年煉化一體化項目，建成全國最大

的能源保障基地之一，油品儲存能力約占全國 1/5；浙江鐵礦石吞吐量位

居全國第一；舟山糧食中轉物流量占全國的 17%。

• 政策優勢。中央支持浙江自貿試驗區在數據跨境流動、國際船舶登記船籍

港、報稅燃油、海事供應、本外幣合一銀行結算等面向給予大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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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重點領域、20項政策建議

重點四：爭取中央支持的有關建議

⑯ 支持以香港為主導制定綠色金屬的大宗商品交易規範與標準。

⑰ 支持複製「深港通」「滬港通」模式，打造「商品通」。支持香港借鑒「深港通」「滬港通」模式，

套用於大宗商品交易及結算，建設「商品通」 ，通過連結LME及QME來接通內地與國際大宗商品市場

的定價。支持內地大宗商品交易的大型國企、央企等參與香港大宗商品交易，允許國企、央企等在一定

額度內的合約在香港進行交易。支持香港大宗商品交易以人民幣、港幣、美元等多幣種計價；推動香港

大宗商品交易成為全球24小時不間斷交易中的重要一環。

⑱ 支持香港銀行機構特別是中資大型銀行建立國際一流金庫，為香港黃金交易、上海黃金交易所國際板

提供配套倉儲交割服務；支持香港銀行成為上海黃金交易所國際板的保證金存管銀行。

⑲ 借鑒上海與浙江開發洋山港的模式並進行優化，探索支持香港、廣州、深圳、珠海等聯合在萬山群島以

投資入股方式共建組合港，為實現更大規模的大宗商品交易提供空間和基建保障；支持發展國際多式聯

運物流等供應鏈服務，為商品跨境交割出臺海關便利化措施和打造「綠色通道」 。

⑳ 探索在香港成立連接中國政府、金融、保險、國家援助、地質調研等跨部門協作的黃金及有色金屬戰略

發展部門，實現通過勘查、開發利用海外礦產資源，深度參與全球礦產資源戰略佈局。

綠色金屬的交易規範與標準設計

可持續發展要求
強調礦產開採的環境友好性、碳
足跡和可追溯性認證

合約設計
包括碳排放權、可再生能源配額
等附加條件

品牌與
供應鏈認證

供應鏈透明

定價機制
考慮環境成本、碳信用額度和未
來技術升級的價值評估

交割標準 符合綠色認證標準

監管框架 符合國際可持續發展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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