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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體育盛事經濟吸引遊客

言
摯
語

真

郭靈 資深傳媒人

剛剛過去的復活節假期本港
市面氣氛冷清，不少餐飲及零
售業者反映生意額較往年
低，加上大量港人於假期北
上消費，令生意更加難做。然

而，隨着2024香港國際七人欖球
賽開鑼，訪港遊客人數出現明顯上升趨
勢，政府預計期間將有多達12 萬人次的
觀眾入場觀看比賽。筆者認為，現在無
論是內地遊客還是本地市民的消費和出
遊模式都已發生改變，政府與業界都需
摒棄舊的經營思維，積極轉變經營和發
展方式，才能與時並進，體育盛事經濟
或許是一個突破口。

要知道，冰封三尺非一日之寒，本

地零售、餐飲和旅遊業長期不思進取，
商場和景點缺乏特色，加上前線服務人
員的態度跟不上需求，以致遊客訪港的
意慾下降，本地市民北上消費意慾上
升，造成了現在的困境。只能通過革新
和升級轉型，才能提升自身的競爭力，
留住市民，吸引遊客。

適逢七欖賽事舉行，筆者認為，
可以將其視為盛事經濟與世界級體育
賽事結合的試金石，藉舉辦大型國際
性體育賽事的機會，推動體育盛事經
濟發展，積極對外宣傳香港新特色，
並研究進一步打造與粵港澳大灣區結
合的深度遊路線，拓寬自身發展空
間，盤活本地經濟的同時，發揮與大

灣區城市的協同效應，產生一加一大
於二的經濟收益。

根據近幾年國際旅遊業發展趨勢顯
示，世界各地政府都傾向把運動元素融
入旅遊發展中，打造出新的城市和旅遊
品牌，例如新加坡的F1賽事和東京馬拉
松賽事等，都是將國際性體育盛事與旅
遊相結合，藉着打造品牌效應，產生更
大的經濟收益。本港一直擁有如國際龍
舟賽、渡海泳和女排聯賽等的國際級體
育賽事，若能將這些體育賽事與盛事經
濟相結合，發揮香港與大灣區緊密連接
的優勢，打造成體育盛事品牌，相信能
在短時間內為本港帶來可觀的經濟效
益，改善市面氣氛冷清的情況。

厄瓜多爾警方早前闖入首都基多的墨
西哥使館，拘捕前副總統格拉斯，引發的
外交風波進一步擴大，繼墨西哥後，尼加
拉瓜上周六（4月6日）宣布即時與厄瓜多
爾斷絕外交關係，包括巴西在內的多個拉
美國家政府也紛紛譴責厄瓜多爾。
包括左翼的巴西和哥倫比亞，以及右

翼的阿根廷和烏拉圭在內，拉美各政治派
別的政府上周六均嚴厲批評厄瓜多爾闖入
大使館的行為。
尼加拉瓜發公告指，尼方堅決反對並

譴責厄政府「公然違反國際法的行為」，
厄安全部隊本應履行保護厄公民秩序、安
全及生命的職責，卻在基多進行了「不正
常且令人斥責」的行動。尼方作出與厄瓜
多爾政府正式斷絕所有外交關係的主權決
定，並強調對國際法和國際公約的重視。

厄瓜多爾警強闖墨使館
尼加拉瓜譴責宣布斷交

■美英澳「AUKUS」計劃吸納日本，有助分攤
潛艇研發成本。 網上圖片

局勢不斷升級 逾3.3萬巴人死亡 人質未獲釋

巴以衝突持續半年和平無期

英國廣播公司（BBC）指出，在逾3.3
萬加沙巴勒斯坦人死於戰火後，慈善

組織世界中央廚房（WCK）7名志願者被
以軍襲擊身亡，才引來西方國家強烈不
滿，「巴人懷着憤怒沮喪的心情質問，如
此多的加沙巴人被以軍殺害後，為何要等
到包括 6 名西方國家志願者在內的 7 名
WCK成員死亡，才能帶來改變？在加沙的
援助機構都承認，以軍肆意襲擊志願者不
是個別事件，而是根深蒂固漠視巴人平民
的結果。」

危及選情拜登向以施壓

美國總統拜登政府的加沙政策，日漸

引起美國選民的不滿，眼見危及選情，美
國政府才警告以色列，聲稱要求對方「改
變在加沙地帶行動策略」，否則會重新考
慮對以方的支持。然而就在WCK志願者遇
襲當日，美國又批准對以出售包括大量炸
彈在內的軍火，聲稱保障以色列所謂「自
衛權」。
BBC分析指出，在未來約一個月內，

美國可能會衡量以軍是否減少殺害巴人平
民的數目，或增加進入加沙的援助物資。
考慮到內塔尼亞胡仍未兌現其所謂「獲得
全面勝利、摧毀巴勒斯坦武裝組織哈馬
斯、令所有人質返回以色列」的承諾，以
色列料仍會堅持襲擊加沙南部約150萬巴人

正避難的拉法。
內塔尼亞胡在以色列面臨沉重政治壓

力，支持度節節下滑。BBC指出，謀求繼
續掌權的內塔尼亞胡，須維持其獲得極端
民族主義猶太政黨支持的執政聯盟，其政
治盟友多數持極右立場，主張將所有巴人
逐出加沙，「內塔尼亞胡迴避了衝突結束後
如何治理加沙的任何細節，僅堅稱以色列
必須『控制』加沙，換言之就是佔領加沙。」

巴人專家憂雙方世代仇視

巴勒斯坦民調專家什恰基擔憂，巴以
衝突可能持久影響雙方世代對彼此的仇
視，「以色列猶太人不再將巴人視作可和
平相處的夥伴，他們認為對方不值得尊
重。不幸的是，巴勒斯坦人亦仇視以色
列，他們不會將那些針對婦孺、屠殺家
庭、摧毀整個巴人群體的以色列人當作
『人類』，而是『怪物』。這種非人性化
的長久仇視，對於巴以局勢的未來將是災
難性的。」

新一輪巴以衝突從去年10月7日爆發，到周日（4月7日）已持續半年。
以色列對加沙地帶的攻擊至今仍未停歇，總理內塔尼亞胡為首的右翼政府堅稱
要全面佔領加沙。中東地緣緊張局勢不斷升級，美國更持續對以色列軍援。分
析指出，以色列的攻勢持續不斷，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表面宣稱為衝突「撲
火」、實則在背後「拱火」，巴以衝突難以實現全面停火，和平更是遙遙無期。

■以軍持續空襲加沙地區，汗尤尼斯
到處頹垣敗瓦。 美聯社

美國、英國和澳洲組成的安
全聯盟「美英澳三邊安全夥伴關
係」（AUKUS），計劃吸納日本作為
新成員參與「第二支柱」（Pillar II）
項目。《金融時報》上周六報
道，AUKUS各國國防部長將於周
一宣布，啟動AUKUS協議第二支
柱相關會談，涉及深潛技術和高
超音速武器研發合作等。分析指
出美國持續推動北約亞太化，今
次積極拉攏日本加入，勢必長遠
影響亞太地區和平穩定。
AUKUS 協議由兩個支柱組

成，「第一支柱」為美英合作為
澳洲提供弗吉尼亞級核動力潛
艇，第二支柱則是推動各類先進
技術項目，加快人工智能（AI）、
量子運算、網絡、高超音速武
器、電子訊息戰等關鍵技術協同
發展，將其運用在軍事中。
報道指出，AUKUS 於 2021

年9月推出後，不時有討論認為三
國會在未來拉攏其他國家加入第
二支柱，作為成員國在亞洲的主
要盟友，日本被視作「天然候選
人」之一。日本國防開支近年節
節攀升，持續投資開發高超音速
武器，內部分析認為安排日本參
與第二支柱，有助成員國分攤研
發成本。日本是AUKUS的堅定支
持者，但報道指出，考慮到AU-
KUS現時內部爭論不斷、第一支
柱建設核潛艇項目拖延至今，部
分日方官員對於推動日本加入AU-
KUS態度謹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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