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DHL 香港空運貿易領先指數 （DTI） 

     2024 年第三季度報告 

  

調查由 DHL Express（香港）委託香港生產力促進局獨立進行，旨在收集及測量空運用家對未來空運的展望，並以指數的形

式發表。詳情請瀏覽 u.hkpc.org/dti_cn 查詢。 

file://///hk.corp.ad/fs1/V01/dtd/2213/Eric's%20Projects/DHL%20survey/2023%20Q2/Report/u.hkpc.org/dti_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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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香港生產力促進局編制 

摘要 

香港是亞洲其中一個主要航運樞紐，而香港國際機場的國際貨運吞吐量更享譽全球。香港空貿

行業蓬勃，每年為本港帶來超過港幣 874 億元總收入，當中 526 億元為貨運收入，並帶來超過

28,000個就業機會(1)。 

DHL Express（香港）委託香港生產力促進局（生產力局）進行獨立調查，將所得結果綜合成

為「DHL香港空運貿易領先指數」（DTI）。 

本指數乃經過多個月的準備及初步研究，並綜合數個季度的資料整合而成，反映和探討受訪者

對香港空運貿易、各項基本因素、市場反應和主要商品貿易的展望。 

「DHL 香港空運貿易領先指數」（DTI）是香港首個供公眾參閱的空運貿易指數，為需要更多

資源及市場資訊的本地中小企及企業提供市場情報和發展趨勢。 

首個 DHL香港空運貿易領先指數調查於 2014年第二季度展開，並定期按季度向公眾發表。 

研究方法 

指數計算方法：指數 = [100 x (受訪者中回答「增加」的樣本比例) ] + [50 x (受訪者中回答「不

變」的樣本比例) ] + [0 x (受訪者中回答「減少」的樣本比例) ] 

指數導讀 

指數顯示 50以上代表正面的前景展望，指數在 50以下則代表負面的前景展望。 

指數距離 50 愈遠，表示對前景的展望愈見正面或負面。 

負面 持平 正面 

0 50 100 
   

  

 
 

1 2022 年版政府統計處「運輸、倉庫及速遞服務業的業務表現及營運特色的主要統計數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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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背景 

調研對象是以香港為業務中心，並參與入口或出口空運貿易的公司；其業務範圍包括以下各類

商品：手錶、鐘錶、首飾、衣飾、電子產品及部件、禮品、玩具及家品、食物及飲料、其他

（包括速遞貨件及不屬上述種類的商品）。 

自 2014 年第二季首次進行調查起，每季從超過 10,000 個調研對象中隨機抽選以進行電話訪問，

收集 600 個受訪者對空運的展望。調查樣本以企業及商品為單位，未有就各企業的生意規模進

行加權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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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季撮要 

整體空運指數輕微回升，達至 2024年初以來的最高水平。然而，鑒於紅海事件，

本地空運用家預期 2024 下半年的空運價格會有所提高。 

• 整體空運指數於 2024年第三季上升 2.0 點至 41.2 點。增長動力主要來自出口／轉口、緊急

訂單、歐洲及美洲的良好表現。 

• 網上零售業務指數錄得 0.7 點的輕微改善，增長主要受緊急訂單帶動。 

• 受紅海事件所影響，70%本地空運用家預期 2024下半年空運價格有上升壓力。 

• 美國近期宣布向中國進口產品加徵關稅，45%受影響的本地空運用家當中，有 35%打算上

調價格以抵銷額外關稅，26%受影響的受訪者計劃加快寄出相關貨品。 

• 78%的本地空運用家願意參與減少碳排放，當中 88%受訪者願意額外付出最多 10%的物流

成本以達致目標。 

生產力局首席數碼總監黎少斌先生表示：「最新整體空運指數持續上升，本季所錄得的指數為

過去五個季度中的最高水平，主要由出口／轉口指數上升所帶動，與入口指數的分數差距幅度

亦有所收窄。就市場表現而言，整體空運指數的上升主要由歐美市場帶動，抵銷了亞太地區的

下跌。另外，中美貿易關係於本季仍持續不明朗，70%的受訪空運用家表示空運價格有上升壓

力。隨著美國近期對更多中國進口產品加徵關稅，45%的受訪者表示受到影響，當中，三分之

一（35%）的受訪者表示會上調價格以抵銷額外關稅。而其餘 55%未受影響的受訪者當中，

28%表示會開拓其他市場。我們鼓勵空運用家及早部署，未雨綢繆。 

另一方面，空運行業依然致力可持續發展，減少碳排放，近九成空運用家更願意為此承擔額外

10%物流成本。相反，有 22%暫時未有參與減少碳排放，其中近一半是由於成本上漲壓力，而

另外三分之一（35%）則表示公司現時未有推行 ESG；由此可見，企業領銜推行 ESG有助推

動相關發展。有見及此，生產力局繼續擔當促進整個行業綠色轉型的堅定後盾，為企業提供創

新方案，鼓勵企業多加應用低碳技術，協助各行業繼續可持續發展並應對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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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空運貿易指數 

2024 年第 3 季的整體空運指數錄得輕微回升至 41.2 點，所有指數亦達到 40 點以

上的水平。這是自 2024 年開始以來的最高水平，亦與 2023 年第三季的表現相若

（40.6 點）。 

 
 

整體空運指數於 2024年第三季輕微上升 2.0點至 41.2點。入口及出口／轉口方面均有所改善。 

 

本季的增長主要受出口／轉口指數的 2.5 點增長所帶動，上升至 40.2 點，是一眾指數中升幅最

高的指數。值的注意的是，本季的表現超越去年同季的表現。 

 

入口指數維持於 42.7 點的相對較高水平，錄得 1.1 點的增長；但與 2023 年第三季的 44.7 點相

比，指數仍相對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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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 

總括而言，歐洲及美洲指數抵銷了亞太地區及其他地區的市場挑戰。歐洲指數上

升 6點至 46點，超越去年的水平，並成為一眾市場中的最高指數。美洲指數亦錄

得顯著增長，主要受出口方面的增長帶動。相比之下，亞太地區市場出現下跌，

其中中國及日本市場的跌幅較為顯著。儘管入口方面有所增長，但其他亞太地區

仍然錄得 3 點跌幅。 

 
 

歐洲指數錄得顯著升幅，上升 6 點至 46 點，是一眾市場指數當中的最高，超越了 2023 年第三

季的 43點。 

 

美洲指數同樣錄得大幅增長（+7點），由上一季的 35點上升至本季的 42點。增長主要受出口

方面帶動，錄得 9點的顯著升幅。入口方面亦有穩健的增長，由上季的 40點上升 3點至本季的

43點。 

 

亞太地區指數的上升趨勢已暫止。指數下跌 5 點至 37 點，低於 2023 年第三季的 39 點水平，

顯示當地的空運貿易出現收縮跡象。 

於亞太地區中： 

• 中國指數（39 點）下跌 7 點，主要受入口指數的顯著跌幅（-11 點）所致。儘管出口／

轉口指數與入口指數相比下表現相對平穩，但仍錄得 4點跌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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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指數（36 點）錄得顯著跌幅（-5 點）。亞太地區（日本）在本季中於出口／轉口指

數方面與 2024 年第二季和 2023 年第三季相比維持相若。相比之下，入口指數有較大跌

幅（-8點），對整體日本指數的跌幅造成較不利的影響。 

• 其他亞太地區指數（36 點）下跌（-4 點），其中出口／轉口指數於 2024 年第三季下跌

11 點，推動了整體下降趨勢。儘管有所下跌，入口指數呈現強勁增長，較上季上升 7 點。 

 

其他地區指數下跌 3點至本季的 36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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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運商品 

「禮品、玩具及家庭用品」、「電子產品及部件」及「衣飾」錄得顯著增長，指

數高於 40點。另一方面，「食物及飲料」錄得 4點跌幅。「鐘錶及首飾」的表現

相對平穩。 

 
 

電子產品及部件指數持續上升，由上季的 40 點上升至本季的 45 點。這是自 2023 年第三季錄

得 34點以來的顯著增長，反映該市場復甦力較強。 

 

禮品、玩具及家庭用品指數由上季的 38點上升至本季的 44點，與 2024年第一季的水平相若。

本季表現有顯著改善，高於 2023年第三季的 41點。 

 

衣飾指數有顯著上升（+7點），升至本季的 42點。這是過往五個季度以來最高的指數。 

 

相比下，鐘錶及首飾指數輕微下跌（-1 點）至本季的 38 點，較 2023 年第三季錄得的 50 點有

明顯下降，顯示相關貿易活動出現收縮跡象。 

 

食物及飲料指數在本季錄得跌幅（-4 點），由上一季的 40 點下跌至本季的 36 點。下降主要受

出口／轉口方面的 14 點跌幅影響。此外，與 2023 年第三季的 51 點相比，指數出現顯著下降

（-15點），反映了由 2023年第四季以來的持續跌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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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項指數 

產品種類及緊急訂單均呈現正面的上升跡象，而銷售量則相對穩定。深入分析各

地區的趨勢，以美洲及歐洲方面表現強勁，而亞太地區則出現跌幅。這些數據突

顯出複雜及不平衡的行業復甦情況。 

 
 
產品種類指數由上季上升 2點至本季的 47點。出口／轉口及入口方面均有輕微上升。 

 
緊急訂單指數（45 點）於本季錄得顯著升幅。指數上升 4 點至 45 點。與去年同期的 40 點相

比，現季水平有 5點增幅。 

 
本季的銷售量指數與上季一樣，維持於 40 點。然而，與 2023 年第三季的 41 點相比，本季水

平有輕微跌幅（-1點）。 

 
各市場的分項指數發展如下： 

• 美洲的所有指數均出現強勁增長（6至 9點）。 

• 亞太地區的所有分項指數均錄得不同程度的跌幅，當中銷售量指數方面有 8 點的顯著跌

幅。整體而言，本季的表現是自 2023年以來的最低水平。 

• 歐洲的所有分項指數均有不同程度的增長。值得注意的是，本季的緊急訂單指數及產品

種類指數達到 2021 年以來的最高水平。 

• 其他地區指數出現適度跌幅（-3 點），主要受銷售量指數（-5 點）及緊急訂單指數（-7

點）的跌幅帶動。然而，產品種類指數與上季一樣，維持相若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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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市場消息對空運貿易的影響 

紅海事件持續，而美國近期宣布向部分中國進口產品加徵關稅，市場預期本季於

歐洲及美洲航線的緊急訂單及銷售量將有所增長。此外，鑒於紅海事件，本地空

運用家預期 2024下半年的空運價格會上升。另一方面，35%受最近美國關稅影響

的受訪者計劃上調價格以抵銷額外關稅。 

 
註：由於四捨五入的關係，百分比合計未必等於 100%。 

註：百分比不包括 NA。 

 

紅海事件持續，70%空運用家預計 2024下半年的空運價格將面臨上升壓力，而 30%則預計價

格較為穩定。 

 

 
註：由於四捨五入的關係，百分比合計未必等於 100%。 

 

中美貿易氣氛持續不明朗，預期對業務有正面影響的空運用家下跌至 5%，與早前季度的水平

相若。同時，預期對業務有負面影響的比例則由 17%上升至 48%，是自 2023年下半年以來前

所未見的水平。此轉變反映了中美貿易關係持續帶來挑戰及不確定性。整體而言，自連續兩季

的表現穩定後，業務預期會開始轉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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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運價格造成上升壓力的預期

45% 44% 51% 41%
56% 46% 51% 48% 51%

17% 17%

48%

50% 51% 45% 50% 42% 47% 47% 48% 46%
62% 63%

47%

5% 5%
4%

9%
1%

7% 3% 4% 3%

21% 20%

5%

Q4 Q1 Q2 Q3 Q4 Q1 Q2 Q3 Q4 Q1 Q2 Q3

2021 2022 2023 2024

受訪者因應中美貿易關係的變化對下一季空運貿易的展望

負面影響 沒有影響 正面影響



 
 

 

 

 

第11 / 15頁                   DHL 香港空運貿易領先指數 (DTI) 

由香港生產力促進局編制 

 
註：由於四捨五入的關係，百分比合計未必等於 100%。 

 

美國近期宣布向中國進口產品加徵關稅，入口關稅的增加影響到 45%業務主要集中於美洲市場

的受訪者。 

 

 

註：基於受中國進口產品加徵關稅影響的空運用家 

註：受訪者可以選擇多項答案 

 

受新關稅影響的空運用家預期採用不同的策略以減輕影響。最普遍的策略是上調價格以抵銷額

外關稅，比例佔 35%。但仍有一部份的受訪者（20%）選擇維持現有價格，儘管他們需要支付

額外關稅。 

 

另一值得注意的應對策略為加快出貨，26%的受影響空運用家選擇加快寄出相關貨品。此策略

是透過在關稅正式生效前將產品運送到當地市場，從而減低財務方面的影響。此外，13%的空

運用家選擇將貨物轉運到其他不受新關稅影響的地區。 

  

45% 55%

有 沒有

受中國進口產品加徵關稅影響的

空運用家百分比

35%
26%

20%
13%

24%

上調價格

以抵消額外關稅

加快寄出

相關貨品

會繳付額外關稅，

但維持價格不變

運送到

其他地區

其他

因應入口關稅增加所採取的應對策略

(受影響的空運用家)



 
 

 

 

 

第12 / 15頁                   DHL 香港空運貿易領先指數 (DTI) 

由香港生產力促進局編制 

 

 
註：基於未受中國進口產品加徵關稅影響的空運用家 

註：受訪者可以選擇多項答案 

 

於未受關稅影響的空運用家當中，67%受訪者未有採取任何部署以應對關稅增加。儘管如此，

調查顯示 28%的受訪者表示會開拓其他市場。這項主動的策略反映他們正採取預防措施。 

 

 

註：由於四捨五入的關係，百分比合計未必等於 100%。 

 

此外，本季度願意參與減少碳排放的空運用家穩定上升，有 1 個百分點增長。此持續的上升趨

勢反映了推動可持續發展措施受到重視。 

67%

28%
14%

6%

沒有任何部署 開拓其他市場 從其他市場採購產品 / 原材料 其他

因應入口關稅增加所採取的應對策略

(未受影響的空運用家)

78%

77%

74%

66%

64%

22%

23%

26%

34%

36%

Q3 2024

Q2 2024

Q1 2024

Q4 2023

Q3 2023

會 不會

空運用家會否為

減少碳排放出一分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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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基於表示願意參與減少碳排放的受訪者 

註：受訪者可以選擇多項答案 

 

於願意參與減少碳排放的空運用家中，「盡社會責任／履行 ESG要求」（67%）及「支持政府

的『碳中和』政策」（31%）仍然是主要原因。 

 

 
註：基於表示願意參與減少碳排放的受訪者 

註：由於四捨五入的關係，百分比合計未必等於 100%。 

 

大部份的空運用家（88%）都願意額外投放最多 10%的物流成本作減少碳排放，8%空運用家

願意額外投放 11%至 30%，而 4%願意額外投放 30%以上。 

  

56%

33%

18% 20%

5%

57%

27%

18%
15%

3%

61%

31%

22%
14%

2%

63%

30%

21%
15%

5%

67%

31%

22% 19%

2%

盡社會責任／

履行ESG要求

支持政府的

「碳中和」政策

客戶要求 公司已制定

碳排放目標

其他原因

參與減少碳排放的原因

Q3 2023 Q4 2023 Q1 2024 Q2 2024 Q3 2024

87%

9% 4%

92%

4% 4%

89%

8% 3%

92%

6% 2%

88%

8% 4%

1-10% 11-30% 30%+

願意額外投放用作減少碳排放的物流成本（百分比）

Q3 2023 Q4 2023 Q1 2024 Q2 2024 Q3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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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基於表示不願意參與減少碳排放的受訪者 

註：受訪者可以選擇多項答案 

 

與上季一樣，本季空運用家不願意參與減少碳排放的主要原因為「成本上漲壓力」（43%）及

「公司現時未有推行 ESG」（35%）。在「其他原因」方面，31%受訪者表示「缺乏適當計劃」

是窒礙他們參與減少碳排放的原因。 

 

 
^ 基於有網上零售業務的受訪者 

 

網上零售業務指數上升 0.7 點至 43.3 點，主要受緊急訂單（+4.0 點）上升所致。銷售量指數為

42.9 點，較上季上升 1.1 點。產品種類錄得輕微上升（+0.5 點）。總體而言，網上零售業務於

過往幾個季度的表現較為波動。  

27%
34%

12% 11% 11% 9%

24%

43%
35%

17% 15%
6% 5%

28%

成本上漲壓力 公司現時

未有推行ESG

需要資金支援 缺乏實施

減碳措施所需的

技術或方案

公司有其他

優先業務目標

需改變現有的

業務流程

其他

不會參與減少碳排放的原因

Q2 2024 Q3 2024

52.1

42.6 43.3

45.7
48.4

42.2

46.2

50.5

41.7
42.9

30

40

50

60

Q4 Q1 Q2 Q3 Q4 Q1 Q2 Q3 Q4 Q1 Q2 Q3

2021 2022 2023 2024

^網上零售業務

網上零售指數 網上零售指數產品種類 網上零售指數緊急訂單 網上零售指數銷售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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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香港生產力促進局 

 
香港生產力促進局（生產力局）是於 1967年成立的法定機構，致力以世界級的先進技術和創新

服務，驅動香港企業提升卓越生產力。生產力局作為市場導向的應用研發機構，以創新科技推

動香港及大灣區新型工業化，成就新質生產力發展，全面促進香港成為國際創新科技中心及智

慧城市；並提供全方位的創新方案，以提升企業生產力和業務效率、減省營運成本，令企業在

本地和海外市場中保持競爭優勢。生產力局積極與本地工商界及世界級研發機構合作，開發應

用技術方案，為產業創優增值。透過產品創新和技術轉移，成功讓研發成果商品化，製造商機。

多年來，生產力局的世界級研發成果獲得廣泛肯定，屢獲本地及海外獎項殊榮。  

 
生產力局亦致力為中小企和初創企業提供即時和適切的支援，並提供各類未來技能發展課程，

讓企業及學界掌握最新數碼及 STEM技術，以加強人才培訓，提升香港競爭力。 

 
如欲瞭解更多詳情，請瀏覽生產力局網頁：www.hkpc.org。 

 

查詢 

 

查詢有關本指數的詳情，請與生產力局聯絡，電話：2788 5306。 

 

聲明 

 

本報告包含調查所得的研究結果。對於因閱讀或使用本文資料而產生的任何損失、錯誤、延誤，

或據此而採取的任何行動或非行動，生產力局概不負責。 

  

https://apc01.safelinks.protection.outlook.com/?url=http%3A%2F%2Fwww.hkpc.org%2F&data=05%7C02%7Cjaniceho%40hkpc.org%7Cc8779ad4e60a45638ccc08dca19e0338%7C07373b9f47dd4621ad2ce5bbfc8863f2%7C0%7C0%7C638562947358667352%7CUnknown%7CTWFpbGZsb3d8eyJWIjoiMC4wLjAwMDAiLCJQIjoiV2luMzIiLCJBTiI6Ik1haWwiLCJXVCI6Mn0%3D%7C0%7C%7C%7C&sdata=RdPD%2FtlW6N0406y3r50CzkDGBIwHVUVuXw47gIpoT7U%3D&reserved=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