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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措施必須有助增加旅客數量！」 民建聯議
員劉國勳接受大公報記者訪問時表示，為香港營造旅
遊氣氛是最重要，旅遊業可先從旅客 『量』 做起，再
因應旅客喜好調整旅遊內容的質量。他又指出，香港
作為開放性的旅遊城市，針對即日來回旅客，香港與
內地有24小時通關口岸、或 「一簽多行」 措施；反之
過夜旅客，亦有晚間活動及旅遊配套，劉國勳形容是
「兩條腳走路」 ，視乎旅客喜好。

多辦盛事增海濱特色
劉國勳提及擴大個人遊城市範圍，可先考慮往來

香港便利交通的城市，例如西安、青島、哈爾濱等，
倡議由49個城市放寬至70多個。工聯會旅遊聯業委
員會主席林志挺補充，吸引旅客訪港過夜，仍有待政
府發掘更多旅遊資源，例如未來啟德體育園可舉辦不
同國際賽事和體育盛事、觀塘海濱景色增加特色，以
至南港島區亦有潛力成為旅遊新旺區。

「這是最快、最有效令到零售及飲食業可以受惠
得到。」 旅遊促進會總幹事崔定邦接受大公報記者訪
問時認同三項措施的放寬，指出現時本港零售商戶、
茶樓等生意欠佳，相信 「一簽多行」 政策可以填補
「空缺」 ， 「多一點人過來消費，飲茶不好嗎？」

學者：提供特色景點最重要
崔定邦又建議，政府可仿效港澳來回車及船費

「買一送一」 優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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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認為多項措施並非矛盾，主要讓旅客留港消費
有多一個選擇。崔定邦預計在多項措施支持下，
2024年訪港旅客數字有望達到3500萬人次。

香港理工大學香港專上學院工商及款待業管理學
部高級講師陳文亮表示，政府向旅客送出回程車費，
可以作為 「輔助」 形式，他認為最重要是提供有特色
景點，吸引旅客訪港及過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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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全年初步訪港旅客數字
3400萬人次，過夜旅客佔一半，比例
較疫情前高，而內地旅客佔近八成。
旅遊業認為，要吸引更多旅客訪港及
延長留港天數，擴大個人遊城市範
圍、恢復深圳戶籍居民赴港 「一簽多
行」 等措施是出路。

有議員認為，香港要擴大客源可以 「兩條腿走路」 ，
着眼過夜旅客的同時，亦應新增旅遊配套吸引即日往返的
旅客來消費。

大公報記者 鍾佩欣

開發旅遊新資源
多管齊下吸旅客

業界盼一簽多行提供車船票優惠

◀業界建議推出
高鐵、金巴車票
買一送一優惠，
吸引旅客過夜消
費。

擴個人遊城市覆蓋
旅行團數字料可上升

▼

旅遊巴公司指出，內地旅行團訪港會
集中在節慶或舉行煙花匯演、夜市等活
動的日子。

旅客免稅額倡增至三萬元
香港有 「購物天堂」之稱，過去訪港

旅客有不少人在留港期間買名牌手袋、名
錶等高奢侈品。但疫後恢復通關以來，旅客消費額度大
減。有出售高消費產品商戶負責人認為，5000元免稅額在
某程度會窒礙內地旅客消費意欲， 「一款名牌少少的手
錶，售價都8萬至10萬起跳」，曾有客人擔憂通關時需額
外徵稅而卻步。有旅遊業界人士相信，旅客免稅額若由
5000元增至三萬元，可讓旅客購物時更加放心。

疫前旅客購物「爽快直接」
香港旅遊專業聯盟主席羅啟邦指出，疫後旅客消費額

度不似預期，據他觀察，現時旅行團消費額度較疫前下跌
七成，分析認為與全球經濟、人民幣幣值波動等有關。旅
遊促進會總幹事崔定邦同樣認為，5000元免稅額已不合時
宜， 「買一個手袋，上萬元都很平常，都要兩個旅客夾份
買」，相信與吸引旅客來港消費的目的背道而馳。

鐘錶商戶負責人蔡汶諭接受大公報記者訪問時表示，
現時旅客消費力不如疫情前， 「以前最誇張一次過買三至
五隻錶，合計都要200萬元。」他說，在疫情前，旅客若
看上一款手錶，會在網上搜尋售價，看到價錢合適就直接
結賬， 「爽快直接」，但現時旅客購買一款手錶前會考慮
到價錢、升值潛力等因素， 「他們又會等一下，再低價一
點才買，最後不了了之。」他認為若增加免稅額度，對零
售業有一定幫助，但仍需視乎全球經濟環境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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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旅客過夜數字

年份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2023年

*初步數字 資料來源：香港旅遊發展局

訪港旅客
人次

6515萬

5591萬

360萬

9.1萬

60萬

3400萬*

過夜旅客
佔比

45%

42.4%

38.8%

97%

94%

50%

過夜旅客
平均留港時間

3.1晚

3.2晚

10.4晚

85.5晚

19.3晚

3.6晚

過夜旅客
人均消費（港元）

6614元

5818元

5426元

22127元

15047元

未公布

「個人遊」計劃城市
在《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下， 「個人遊」

計劃自2003年7月28日起在四個廣東省城市（東莞、中山、江門、佛
山）推行。透過 「個人遊」計劃，內地居民可以個人身份訪港。

內地49個城市推行

全廣東省21個城市 北京 上海 天津 重慶 南京 蘇州 無錫（江蘇省）

杭州 寧波 台州（浙江省）福州（市直轄區）廈門 泉州（福建省）成都（四川省）

濟南（山東省）大連 瀋陽（遼寧省）南昌（江西省）長沙（湖南省）

南寧（廣西壯族自治區）海口（海南省）貴陽（貴州省）昆明（雲南省）

石家莊（河北省）鄭州（河南省）長春（吉林省）合肥（安徽省）武漢（湖北省）

•民建聯倡議由49個城市擴展至70個多，包括西安、青島、哈爾濱、大源等地。

註：簽注有效期三個月或一年，有效次數為一次或兩次。
持證者每次來港時的逗留時間不超過七天。

資料來源：
旅遊事務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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催谷消費

「個人遊」 計劃自2003年起在廣東省
東莞、中山、江門、佛山四個城市推行，有

關城市的內地居民可以憑個人身份訪港，該計劃現時已擴展至
在內地49個城市推行，近日多個團體倡議放寬更多 「個人遊」
其他城市。有旅遊業界人士表示，擴大計劃覆蓋範圍，可讓內
地其他城市旅客更有意欲訪港，屆時申請訪港簽註更方便，旅
行團訪港數字自然會上升， 「多了人過來香港，消費一定會增
加。」

旅巴公司轉攻學校社團客
旅遊促進會總幹事崔定邦接受大公報訪問時指出，現時訪

港旅行團大多數並非來自大灣區城市，而是主要來自廣西、湖
南等地。他強調開放更多城市自由行，並不代表訪港旅行團會
減少， 「越多自由行城市，越多內地人可以來香港，基數足夠
大。」 他指出， 「個人遊」 計劃的擴展與旅行團未必有直接衝
突。

旅遊業監管局行政總裁方安妮去年表示，國慶黃金周過
後，內地旅行團的數量持續增加，10月平均每日有200團來
港。崔定邦指出，疫情前2018年平均每日約有300團，旅行團
與訪港旅客數字有直接關係，屆時透過不同措施得到放寬，相
信訪港團數會有增加。

旅遊巴公司老闆林振源表示，內地旅行團訪港出行模
式現時已有變化， 「喜愛集中在指定日子來香港，一時好
多訂單，一時又沒有訂單。」 他分析認為旅客選擇來港，
會考慮是否有限定節目，例如煙花匯演、夜市等活動，而
部分旅行社在推出
旅行團時，會考慮
酒店房價。

林振源表示，
疫後三年，公司經
營方向不會只留守
旅遊範疇，學校、
社團等同樣是服務
對象。
大公報記者鍾佩欣

旅業心聲

▲

高鐵西九龍
站隨着通關和
社會復常，迎
來更多旅客。

▼

香港除了吸引旅客來港消費之外，還要發掘更多
旅遊資源來讓旅客有新鮮體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