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剛從台灣高雄返港的旅客秦先生表
示，當地正舉辦一項抽獎活動，參加者
必須是停留起碼3日的過夜旅客，得獎者
每人最高可獲台幣5000元消費金。他認
為，香港可以借鑒這種做法，既能提高
旅客延長遊港日數及消費的意欲，也讓
旅客留下好印象。

據了解，該個名為 「遊台灣．金福
氣」 的抽獎活動，由去年5月展開，直至

2025年6月30日，參加者須為自由行旅
客，停留台灣3天或以上，可到 「遊台灣
．金福氣」 網址（https://5000.taiwan.
net.tw/）進行登記抽獎。成功登記後將
獲發電郵，內附抽獎二維碼。

讓旅客留下好印象
旅客須在抵達台灣當日，前往入境

大廳的 「金福氣」 專櫃掃描二維碼，每

位中獎者可獲發一卡通卡或悠遊
卡，內含台幣最高5000元消費
金。

旅客可憑卡乘搭車船，包括捷運
（即地鐵）、台鐵（即火車）、巴士及
渡輪，也可到全台灣的便利店及指定商
場購物消費。不過，要注意的是，台
幣5000元如果未用完，餘額不能退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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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遊業復常，對訪港旅客來說，
如何 「留住他們的心，也留住他們的

人」 ？大公報記者昨日在高鐵西九龍站，訪問多位訪港
旅客，大家均認為香港酒店價格太高，超出了接受範
圍，是不願意留港過夜的主要原因。昨日由深圳來港旅
遊的 「短途客」 麥先生與太太告訴記者，因為兩地距離
很近，每次來港都是當天便返回深圳。

麥太太說，早前來港看演唱會，雖然很晚才結束，
但由於香港酒店價格高昂，再加上交通便利，即使演唱
會結束後已經夜晚11時，她都選擇返回深圳， 「其實如
果酒店價格能降到五、六百元一晚，都可以接受。若是
趕上比較重要的節假日，已經預計到會有很多旅客，若
酒店價格在2000元以內的話，也會考慮留港過夜。」

由汕尾來港旅遊的 「中途客」 彭小姐說，此次與朋
友來香港轉機，她也認為香港的酒店價格太高，寧願乘
車到深圳住一晚再返港。若香港提供 「買一送一」 的高
鐵票優惠，她認為對中短途的旅客來講，會成為留港過
夜的誘因之一。

由上海首次來港旅遊的 「長途客」 王小姐說，此次
是與朋友去澳門看韓國男團SEVENTEEN的演唱會，因
路途較遠，便順便來港旅遊，預
計逗留四日，其間會到迪士尼樂
園遊玩。她認為，若沒有演唱會
或者各類大型活動的吸引，可能
平日很少會考慮來香港，所以此
次也能有機會感受香港的風土人
情。

大公報記者王亞毛、鍾佩欣

遊客：送高鐵票考慮過夜

掃一掃 有片睇

疫後復常，各地城市紛紛推出旅
遊優惠 「搶客」 。澳門政府瞄準目標

客群，2023年首月分別向香港及內地旅客推出優惠活
動，車程及航班票價買一送一，以及酒店半價等。澳門
旅遊業界人士指出，上述優惠主要是期望拉長旅客留澳
天數，最終成效理想，全澳酒店房間數量較疫情前增加
逾10%，而現時入住率仍能維持七至八成， 「（入住
率）已經很可以，星期五、六更推高九成。」

根據澳門統計局數字，2019年2月的留宿旅客量，
佔入境旅客總數近43%。2023年澳門政府推出旅客過
夜優惠措施後，2月份的留宿旅客佔總數接近53%，較
疫情前增加10個百分點。

澳門旅遊業議會會長胡景光昨日接受《大公報》訪
問時表示，澳門政府吸引過夜旅客措施的效果理想，形
容是立竿見影， 「短期內做到快速增長，都要推出不同
優惠，那麼多旅遊地，旅客第一時間就想起澳門」 。

澳門旅遊局早前公布臨時數據指出，2023年入境
旅客約2823萬人次，已恢復至2019年七成水平。

大公報記者鍾佩欣

瞄準目標客群推優惠
濠江吸客成效彰

台灣送自由行旅客5000元消費金

去年澳門政府推出港澳來回車及船費 「買
一送一」 優惠，規定回程票不能即日使用，吸
引過夜旅客。

旅遊促進會總幹事崔定邦昨日接受《大公
報》訪問時表示，港府可仿效措施，主要吸引
原本不打算過夜的大灣區短途內地旅客，提供
誘因，規劃旅程時可考慮留港過夜。他提到，
澳門早前推出這優惠大受歡迎，尤其在去年過
年期間，往返巴士分別增加15個班次，而絕大

部分都爆滿，他希望能將當時的經驗應用於香
港。

香港旅遊業議會主席徐王美倫向《大公
報》表示，爭取旅客留港過夜消費，將是香港
旅遊業今年主推方向之一，她認為政府可考慮
推出金巴、高鐵買一送一的優惠，形容是 「本
小利大」 措施，無論高質量及實惠消費的大灣
區旅客，都是香港目標客群， 「至少做出氣
氛，令旅客有興趣消費過夜」 。

澳門去年送回程車船票 成本低效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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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旅客留港過夜消費，離不開
「吃喝玩樂」 。徐王美倫指出，香港

有 「美食天堂」 的美
譽，認為政府可在
餐飲優惠上着手，

例如過夜旅客可
獲得部分

餐飲

券；此外酒店方面亦可加大加度，各自推出
「酒店+餐飲」 優惠，提供更多誘因讓旅客在酒

店內餐廳或其他餐廳用膳， 「推出一些優惠都
是最好條件吸引旅客過夜」 。

過去不少旅客反映酒店價格太高的問題，
崔定邦建議，不應只有酒店推出優惠，政府亦
可鼓勵業界推出更多旅遊套票，包括 「酒店+車
票+文旅門票」 合併。他提到早前來港巡演的內

地舞劇《詠春》，吸引逾千名觀眾觀看，他建
議類似的熱門文旅活動或大型盛事能持續舉
辦，再加上酒店優惠，能吸引旅客參與後再留
港休息。

立法會議員邵家輝向《大公報》表示，
本港酒店房價高企，他建議加快輸入酒店業
勞動力，令酒店房價回復到2018年合理
水平，相信會更吸引旅客留港住宿。

酒店+餐飲+文旅套票 增旅遊意欲

他山之石

加強競爭

旅發局近日公布去年全年訪港旅客
人數達標，錄得3400萬人次。不過，隨
着疫後復常的報復式旅遊爆發期過去，
如何吸引高消費旅客，令遊客對來香港
旅遊 「保持熱度」 成為關注焦點。

有旅遊業界人士表示，延長旅客留
宿天數，會是今年主推方向之一，建議
可效法澳門，向旅客送贈不可即日使用
的回程車票，形容是 「零風險高回
報」 、 「本小利大」 的措施。業界並建
議推出 「酒店＋餐飲」 套票，或向留宿
旅客附送餐飲折扣優惠，或捆綁演唱會
門票，讓高消費及實惠型旅客同樣受
惠。有旅客建議，仿效台灣推出專供過
夜旅客參加的大抽獎。

留客要有辦法

龍眠山



香港復常逾一年，旅遊業復
甦未如預期，遊客數量不及疫
前，消費水平亦遜色不少。對香
港旅遊業來說，不只是要吸引更
多遊客，更要讓客人留港過夜，
多些消費。特別是在香港與內地
交通日益便捷、24小時通關口岸可
望增加的情況下，內地客即日來
回將是旅遊業新形態，留客過夜
是一項挑戰。

如 何 讓 遊 客 留 港 時 間 長 一
些？特區政府及有關部門近來推
出的 「夜繽紛 」 、 「日夜都繽
紛」 活動，有一定效果，但不足
夠。業界人士建議效法澳門，向
旅客送贈不可即日使用的回程車
票。事實上，回程車資金額不
大，若內地客留港過夜，可能要
多花數千元，屬於 「低投入、高
回報」 。

各地都在為振興旅遊業而紛
紛出招。有地區推出數千元的
「消費金」 措施，名額共50萬個。

凡抵達的客人，只要到有關平台
登記，就可以參加抽獎，抽中後

在指定機場或櫃台領取。
東南亞各國則紛紛以延長旅

遊簽證或免簽證來吸客。越南將
外國客的簽證有效期延長至3個
月，結果去年吸客數量超過預
期。印尼、馬來西亞等國向包括
中國遊客在內的外國遊客提供免
簽入境30天的待遇，其中馬來西亞
的入境客人數去年已超過疫前，
更成為東南亞各國之冠。

特區政府和業界去年推出的50
萬份免費機票，對吸引遊客尤其
是外國客發揮了作用。外國客山
長水遠來港，肯定要過夜。如果
再推有關計劃，可考慮加入需留
港多少日的附加條件。

留客過夜要有辦法，最好的
辦法莫過於優質旅遊體驗。也就
是除了 「講金」 ，更要講心，即
禮貌待客，做好服務。特區政府
應盡快為 「禮貌運動」 推出實質
措施，同時有關部門要加強執
法，打擊 「劏客」 等非法行為。
當客人有賓至如歸之
感，自然樂得掏腰包。

經濟發展動能足 香江水暖鴨先知
瑞士達沃斯論壇是國際金融界盛

事，這裏也是 「講好中國故事」 、 「講
好香港故事」 的最佳平台之一。財政司
司長陳茂波去年出席達沃斯論壇期間，
曾在街頭向居民及遊客推介香港旅遊
業。過去一年來，香港整體經濟情況有
了好轉，因此陳茂波再次出席達沃斯年
會並推介香港投資機遇時，就有了更充
足的底氣宣傳香港，將進一步增強國際
社會對香港的信心。

過去的一年，香港各行各業都在復
甦，但面對全球高息及國際地緣政治複
雜多變的形勢，香港的資本市場承受不
少壓力，樓市、股市表現不振，但換個
角度看，香港一向備受詬病的高樓價、
高租金等情況得到紓緩，投資機會變得
更吸引。統計數據顯示，去年全年香港
的存款額增長5%，也就是說，資金雖
然暫時離開市場，但留在香港金融體
系，在等待機會。另外，去年全年有
2500億元資金透過 「南向通」 流入本
港股市。總體而言，資金仍處於淨流入
狀態，這是資本對香港國際金融中心投
下信心票的體現。

存款增加、資金淨流入，只是反映

香港經濟動力強勁的其中一個數據。就
私募基金註冊數量來看，香港去年7月
與新加坡持平，達到680隻。去年8月超
過了新加坡，去年11月更達到740隻，
增速非常快，而且這一勢頭可望持續。
就香港私募基金管理的資產額來看，達
到2000億美元，位列亞洲第二。

國際市場調查報告預測，香港財富
管理業務在2022至2027年期間，每年將
錄得7.6%的增長，可為本港金融、專業
服務帶來龐大機遇。連同過去一年香港
在家族辦公室方面的拓展，以至重推
「資本投資者入境計劃」 等，將為本港
的資產及財富管理業務帶來另一增長動
力。難怪業界看好香港或將超越瑞士，
成為全球最大的財富管理中心。

令人鼓舞的是，香港產業方面的發
展亦在加速，人工智能、生物科技、金
融科技、綠色金融乃至第三代互聯網
等，都搞得有聲有色。 「搶人才」 、
「搶企業」 雙雙告捷，前者已吸引逾20

萬人才申請，其中逾11萬宗獲批，抵港
的超過8萬。後者亦結下纍纍碩果，吸
引包括世界十大藥企之一阿斯利康在內
的一批重點企業來港投資。隨着來港投

資的跨國巨企持續增加，香港的創科產
業生態也將不斷完善。

國際投資者看好香港，反映其對中
國內地市場的信心。去年內地克服不少
挑戰，推進高質量發展，經濟增長在全
球主要經濟體中保持一枝獨秀。特別是
去年第四季以來，內地經濟數據持續改
善，包括工業生產、服務業生產、零售
消費都在提速，固定投資保持穩定，流
入內地債券市場的外資在去年11月錄得
歷來第二大增幅，足證內地仍然是國際
投資的熱土。有什麼比國際資本 「用腳
投票」 ，更能反映對內地未來的信心，
對香港未來的信心呢？

歸根究柢，對國際投資者來說，看
重的不僅是過去的數字，更是發展的潛
力，未來的機遇。香港既有自由市場、
法治、低稅制、專業人才匯聚等方面的
傳統優勢，又有 「內通外聯」 的獨特優
勢，一向是國際資本投資的熱點。而在
過去一年，香港有了新發展、新機遇，
發展潛力更大，投資的 「性價比」 更
高。春江水暖鴨先知，這就是資本搶佔
「先行者優勢」 、加快布局香港的原因

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