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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去年初恢復全面 「通關」 以來，香港幾乎每個月都有盛
事活動舉辦。更多內地城市開放赴港個人遊，也成為 「盛事經
濟」 一大利好。港區全國政協委員、香港立法會議員吳傑莊表
示， 「盛事經濟」 涵蓋面廣泛，尤其是對粵港澳大灣區居民和
華南市場，應該具有更強吸引力，可根據目標人群喜好，同時
或接連舉辦聯動性活動，以此拉長遊客留港時間。

引入內地節目 壯大「盛事」陣容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中國石化（香港）有限公司供應鏈總

監林至穎建議，香港應聯合粵港澳大灣區內地城市及周邊城
市，做一個 「旅遊大串聯」 ，利用大灣區旅遊資源優勢，為香
港 「盛事經濟」 助力。他表示，要多方面挖掘潛力，滿足遊客
更多元化需求。 「如果能做到行程打包，規劃更多內容給遊
客，增強他們的出行意願，就會將 『或許來』 變成 『一定
來』 。」

港區全國政協委員、中國三大男高音歌唱家之一莫華倫提
到，目前 「盛事」 大多是國外的，內地團體來港參與 「盛事」
的還是比較少。他強烈建議特區政府應該把內地優秀節目也放

入 「盛事」 裏面豐富和充盈起來，引入更多能代表中國
傳統文化的演出。比如春晚備受歡迎的《詠春》，在香
港場場爆滿，根本買不到票，想加場，但是沒場地了，
這一方面反映出傳統文化的強大吸引力，另一方面也反
映出香港場地的短缺問題。

莫 華 倫 指
出，香港特區政府
應該迅速跟隨進行
相關的配套設施建
設和服務。比如歌
劇院、音樂廳，香
港目前的相關設施完
全不能滿足 「盛事」 的
需要。 「香港目前遠遠
落後於粵港澳大灣區內地
城市和內地某些城市，已經
40年了沒有一個新的場地，
西九龍的文化中心至今沒有像樣
的劇院。」 他發聲呼籲，香港非常
需要一個現代化的歌劇院、音樂廳，
希望特區政府能重視。

研建「場館群」 強化「盛事」之都
「香港最頭疼就是找場地，演唱會只能容納一

兩萬人，若舉辦5萬人以上的超大型活動，至少要等到明
年啟德中心啟用才行。」 吳傑莊說，有些場館需要提前一年
預定，而且香港沒有 「場館群」 ，只能分散區域舉行，往來很
不方便。此外，如何疏通人群和提升區域承載能力也是亟待解
決的問題，他提到，去年在灣仔舉辦的 「Web3.0」 嘉年華，
周邊酒店價格翻了三倍，交通很堵，這說明香港對於幾萬人的
大型活動還是缺乏經驗，需要提前謀劃，做好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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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方合力補短板 創新產品展魅力

「盛事經濟」 是香港過去一年多着
重提及的經濟發展要點之一，

與盛事（即大型藝術文化和體育娛樂活
動）關係密切的旅遊業、消費行業迎來
騰飛機遇。全國兩會期間，港區代表委
員在接受大公報訪問時不約而同表示，
對 「盛事經濟」 充滿信心，認為香港開
放、自由的國際化地位以及背靠祖國的
政策優勢，將對 「盛事經濟」 形成多角
合力，壯大聲勢，建議疊加更豐富活動
內容、聯同粵港澳大灣區內地城市創新
旅遊產品，同時改善場館、住宿、服務

等短板，以吸引海內外
更多遊客赴港觀光，
為 「盛事經濟」 火
熱勢頭添柴加薪，
展 現 香
江魅力。

當 前 ， 內 地
「免簽」 朋友圈不

斷擴容，國家出台一系列措施推動入境旅
遊恢復發展。對此，多位全國政協委員表
示，香港可發揮 「超級聯繫人」 優勢和窗
口作用，吸引更多外國遊客前往香港和內
地旅遊、消費。港區全國政協委員、偉祿
集團控股有限公司主席、先施有限公司主
席林曉輝建議未來可利用香港國際窗口優
勢，整合宣傳灣區旅遊市場。 「推出144
小時免簽大灣區高鐵遊套票，方便國際遊
客穿梭灣區；完善移動支付等配套，減少
國際遊客使用障礙；整合多元個性化旅遊
路線，比如香港盛事遊、內地文化體驗遊
等，拓寬吸引力。」

全國政協常委、全國工商聯副主席、
信德集團有限公司行政主席兼董事總經理
何超瓊認為，港澳掌握國際語境下的語言
優勢與傳播規律，可充分運營國內外社交
平台及行業垂類媒體，進行多維度、多層
次、多互動的宣傳推廣，讓世界遊客通過
港澳了解中國、感受中國。

大公報記者江鑫嫻

今年全國兩會期間，多位
港區代表委員表示，期待中央推

出更多措施提振香港旅遊業。建議拓寬內地 「個人
遊」 城市範圍，希望恢復 「一簽多行」 ，拓寬 「一周
一行」 範圍等，促進更多內地旅客到香港遊玩。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工聯會會長吳秋北建議，恢復深圳
「一簽多行」 政策並建立評估體系，逐步推廣至大灣區更多內地城

市，實現區域一體化；並應加快完善「兩地一檢」機制，提高通關效率。
全國政協常委、西九文化區管理局董事局主席唐英年亦希望恢復 「一

簽多行」 ，有助促進更多內地旅客到香港遊玩。關於大灣區如何吸引更多遊
客來體驗 「一程多站」 旅遊，他認為，可以參考香港西九龍站實施 「一地兩
檢」 的先例，在香港國際機場實施 「一地兩檢」 ，方便大灣區內人員出行和貨
物運輸，成為連接大灣區與世界的重要樞紐。唐英年指出，這將使大灣區內各

機場更緊密地連接，增加更多直飛航線將推動大灣區的旅遊業發展，吸引更多國
內外旅客前往大灣區觀光旅遊。 大公報記者江鑫嫻

港助闢國際窗口
灣區遊全球攬客

區域聯通一體化
一程多站遊灣區

香港文藝界
盛事經濟排頭兵

自西安和青
島成為赴港澳自

由行城市後，內地與香港的聯動更加多
元化。如今，不只是大灣區 「一程多
站」 ，香港未來也可與北京、上海等多
個城市一起 「強強聯手」 ，推動文旅產
業發展。

全國政協委員、全國政協經
濟委員會副主任容永祺表示，
粵港澳大灣區有很多很棒的
歌劇院，可以聯合大灣區
的場館優勢和與香港
的國際優勢，再疊加
如 「港珠澳大橋」
深度遊這樣的旅遊
資源，共同吸引世
界上優秀的 「盛
事」 落戶香港，也
吸引內地乃至全球
的遊客來港。 「反
過來，遊客們也將通
過在港舉辦的盛事，
了解到整個大灣區，刺
激消費的同時或許還會帶
動投資和商業類合作。」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弦
樂團藝術總監姚珏表示， 「內
地很多城市在文化藝術硬件方面發
展得很好，未來也可以借助香港與內

地城市的文化交流，帶動香港旅遊業的
發展。」 她同時希望，特區政府也能讓
香港藝術家更多地參與到 「盛事經濟」
中來，為國際活動增加香港元素和藝術
風格。 大公報記者朱燁

「我覺得香港
越來越有吸引力

了。」 泰國《經理報》的記者鄭權之表
示， 「香港最大的吸引力在於國際化特
徵明顯，也是進入內地市場的窗口。」
鄭權之表示，泰國人很喜歡去香港，因
為從泰國到香港只要2個半小時的航
程，也可以用英語溝通，基本上沒什麼
障礙。 「周末就可以去逛街購物、吃特

色小吃，也可以去迪士尼樂園。」
聽到香港打造 「盛事經濟」 ，他表

示最想去香港紅館看演唱會。 「在泰國
有不少喜歡華語歌星的粉絲團，但泰國
設施和娛樂市場沒有香港完善。如果華
語歌星去香港開演唱會的話，相信很多
泰國人都願意去看。」 他還提到，看演
唱會的同時，還能享受香港的美食、風
光和購物，是一次很完美的出遊。

在北京創業
多年的斯里蘭卡人
晉蘭加表示，香港雖
然空間小但很熱鬧，交通
便利。他希望未來香港舉辦 「盛
事」 時，能為外國遊客提供個性化服
務，比如在酒店裏擺放針對外國遊客的
多語種旅遊資源導覽，增添多語種交通
線路指引牌等。 大公報記者朱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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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部分盛事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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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

•以旅遊＋文化、＋體育、＋美
食等 「加法」，不斷豐富文旅
供給、創新遊客體驗，才能點燃
消費 「爆點」，提升文旅市場能
級。春節期間，潮汕英歌舞在英
國大熱。跨文化的藝術表現形式
幫助外國遊客更好地了解嶺南的
傳統文化，作為嶺南文化重鎮的
香港，可望迎來更多外國遊客。

中國大門愈開越大
灣區文旅大有可為粵「旅遊＋」

創新體驗

•因地制宜，
打造特色文
旅IP。功夫、
醒獅、賽龍舟，粵
菜、粵劇、港產片……

粵港澳大灣區作為一個充滿活力
和多元文化的地區，對國際遊
客來說，親切感滿滿，吸引力
十足。香港中西文化薈萃，旅
業別具優勢。

•積極開發文旅新
業態、新產品。港

區全國人大代表、全國
青聯副主席、香港立法會議

員霍啟剛建議，粵港澳大灣
區可以申辦女足世界盃，以此
為契機，用國際標準強化旅
遊、酒店、運輸配套，持續完
善區內 「一程多站」旅遊模
式。港旅業大有可為。

資料來源：南方＋

▲廣東普寧英歌舞團亮相倫敦
伯靈頓拱廊街。 新華社

▲尖沙咀星光大
道李小龍銅像
是熱門打卡點。

中新社

▲ 在 2023 女
足世界盃小組
賽中，中國隊
慶祝進球。

第48屆香港國際電影節
時間：3月28日-4月8日
地點：香港文化中心、香港大會

堂、香港藝術中心、M+
戲院及商業戲院

2024 LIV Golf
職業巡迴賽—香港站
時間：3月8-10日
地點：粉嶺香港高爾夫球會

法國五月2024
時間：5月-6月

藝術@維港2024
時間：3月25日-6月2日
地點：維多利亞港兩岸

體育

2024年巴塞爾藝術展香港展會
時間：3月26-30日
地點：香港會議展覽中心

2024香港國際
桌球明星挑戰賽
時間：3月25-27日
地點：伊利沙伯體育館

國泰／滙豐香港國際
七人欖球賽2024
時間：4月5-7日
地點：香港大球場

UIM E1電動賽艇世界錦標賽
將於2024至2026年，連續三個賽季在香
港舉辦總決賽─ 「E1香港大獎賽」 。

富衛保險冠軍賽馬日
時間：4月28日
地點：沙田馬場

ComplexCon香港2024
時間：3月22-24日
地點：亞洲國際博覽館

香港國際文化高峰論壇2024
時間：3月24-26日
地點：西九文化區

香港流行文化節2024
時間：4月-7月

展覽

大公報整理

香港國際創科展
時間：4月13-16日
地點：香港會議展覽中心

香港時裝節
時間：4月20-23日
地點：香港會議展覽中心

• 中 國 對
瑞士、愛爾蘭、匈
牙利、奧地利、比利時、盧森
堡6個國家持普通護照人員試行
免簽政策。

•數據顯示，截至當日中午12
點，相關機票搜索量較前日同
一時段增長近4倍。

2023年
12月1日起•中國對法國、德

國、意大利、荷
蘭、西班牙、馬來
西亞6個國家持普通護
照人員試行單方面免簽
政策。

•截至2024年1月9日，
上述6國免簽入境人員
共計14.7萬人次，呈
現整體上升趨勢。

•中國與新加坡互免
持普通護照人員簽
證協定正式生效。

•數據顯示，2024年
春節假期期間，中
國往返新加坡的航

班量超過1000
班次，旅客運

輸量超過10
萬人次。

•中國與泰國互
免持普通護照人
員簽證協定正式生
效。

•數據顯示，3月1日當
天，泰國遊客赴華旅遊訂單
同比去年增長3倍，較2019

年增長超160%。

2024年
3月1日起

2024年
3月14日起

《
大
公
報
》
報
道
緊
貼
香
港
旅
業
發
展

•2024年1月
18日起推出
《旅遊業新
出 路 》 專
題，緊扣香
港旅業當前
形勢，訪問
學者專家，
探討轉型方
向，為振興
香港旅業建
言獻策。

•2023年8月
6日頭版報
道，通過採
訪內地遊客
前往香港打
卡旅遊景點
的感受，展
現了北角春
秧街的煙火
氣，是講好
香港故事的
絕佳案例。

• 2023 年 12
月 15 日 A2
版報道，關
注響應政府
「香港夜繽
紛」 活動的
廟街夜市開
張盛況，圖
文並茂展現
香港夜經濟
發展潛力和
機遇。

打造特色
文旅IP

文化

港區全國政協委員、新鴻基地產
執行董事郭基煇：在旅遊業方
面，希望將來有更多內地城市加
入 「個人遊」和 「一簽多行」計
劃，進一步鞏固香港競爭優勢。

從春秧街看潛力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香港教育工
作者聯會主席黃錦良：2025年香
港將首次承辦全運會這一中國最
高水平的綜合性體育盛會。建議
香港做好賽事遺產管理，構建粵
港澳大灣區完善的體育合作生態
體系，鞏固香港自身世界大型體
育賽事中心地位。

大公報記者江鑫嫻整理

影視文化添魅力
港區全國政協委員、英皇集團副
主席楊政龍：港產影視文化是香
港文旅名片之一。香港的影視文
化產業需要轉型，我們也在積極
地開拓 「微短劇」市場，希望以
後有更多作品跟大家分享。

體育盛會國際化

新業態
新項目

展示夜繽紛活力

為香港旅業把脈

創新宣介

創新機制

鞏固優勢續升級

港區代表委員建言

陣容鼎盛

滿心期待

發揮優勢

旅遊資源同質化，活動無
法形成品牌效應，遊客消費轉

化率不高……自恢復通關以來， 「旺丁不旺
財」 成了困擾香港旅業的現狀。因此融入了文
體元素的 「盛事經濟」 作為香港經濟轉型發
展、重振旅遊業的重要一環，被賦予眾望。

但是否能改變 「旺丁不旺財」 的困
局，還需港府真正突破 「盛事經濟」 發展
中的瓶頸才行。比如一些活動缺乏後續
跟進，無法形成品牌連鎖效應，由此造
成了效益遞減、資源浪費，又比如受制
於香港的高消費和較低的酒店承載能
力，很多遊客只在香港短暫停留，從而
導致消費數額有限。

因此，若未來能完善 「盛事經濟」
的相關產業鏈，通過旅遊帶動餐飲、購
物等形成產業鏈聯動效應，為遊客提供
更多元化、更豐富和更高質量的消費選
擇，或可提高消費轉化率。亦希望港府
能精準目標受眾，為特定群體打造 「盛
事」 ，並形成獨特品牌，以 「最優」 持
續吸引該群體。

大公報記者朱燁

瞄準特定群體
打造盛事品牌

記者手記

全國政協委員、中國旅遊集團董事長
陳寅：建議將內地自由行城市拓展到更多

城市；考慮增加深圳灣、香園圍為24小時通
關口岸，節假日延長鐵路口岸的通關時間至凌
晨。支持香港加快建設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
推動更多中外文化和旅遊深度融合項目。

全國政協委員、中豪律師事務所管委會主席
袁小彬：建議將現有旅遊簽注範圍擴展到所

有省會城市。建議將內地居民前往香港
旅遊單次簽注逗留時間由7日延

長至14日或30日。

內地代表委員
積極建言獻策

大公報記者
朱燁整理

外國記者羡香江 最愛紅館演唱會

演藝

全
國
兩
會
期
間
，
文
旅
成
為
熱
詞
。
首
先
，
﹁文
娛
旅
遊
﹂
一

詞
今
年
首
次
作
為
新
的
消
費
增
長
點
之
一
，
寫
入
政
府
工
作

報
告
。
報
告
提
到
，
要
積
極
培
育
體
育
賽
事
、
國
貨
﹁潮
品
﹂
等

新
的
消
費
增
長
點
。
接
着
，
外
交
部
長
王
毅
於
7
日
宣
布
，
中
方
將

對
歐
洲
6
國
持
普
通
護
照
人
員
試
行
免
簽
政
策
。
這
是
繼
去
年
12
月

中
國
對
法
德
意
等
6
國
免
簽
後
的
又
一
次
規
模
免
簽
擴
容
。

中
國
﹁朋
友
圈
﹂
擴
容
，
不
斷
開
放
的
國
門
帶
旺
經
貿
、
商
務
、
文

旅
，
港
旅
業
迎
來
新
機
遇
。
6
日
，
中
國
國
務
院
港
澳
辦
副
主
任
周
霽
在
京
表

示
，
中
央
政
府
一
直
視
香
港
為
﹁掌
上
明
珠
﹂
，
未
來
還
會
有
系
列
政
策
挺
港
。

當
天
適
值
青
島
、
西
安
居
民
可
申
請
赴
港
澳
個
人
遊
簽
注
首
日
。
周
霽
說
，
﹁為

什
麼
是
兩
個
呢
？
也
要
試
一
下
基
礎
設
施
如
通
關
、
住
宿
、
消
費
等
容
納
的
過

程
。
﹂
代
表
委
員
接
受
大
公
報
訪
問
，
為
香
港
擦
亮
﹁盛
事
之
都
﹂
金
字
招
牌
建

言
獻
策
，
冀
香
江
發
揮
國
際
化
等
優
勢
，
讓
旅
業
振
翅
高
飛
，
更
上
層
樓
。

2024年
2月9日起

今年全國兩會期間，不少代表委員圍繞發展文旅這一話題建
言獻策。他們在為吸引內地遊客赴港旅遊獻計的同時，亦明確提

到，無論是遊客 「引進來」 還是「走出去」，香港都扮演着重要角色。
記者發現，香港在外國遊客 「引進來」 方面有很多可操作空間。利

用自身優勢，香港可以更好實現與外國遊客之間的互動，讓世界遊客透過
香港了解中國。也可進一步與內地相關部門合作，將香港盛事遊與內地文
化體驗遊 「打包」 推介，打造個性化路線，吸引更多外國遊人遊玩。

此外，越來越多內地遊客選擇以香港作為中轉站 「走出去」 。近
期，受演唱會、體育賽事等盛事活動的吸引，大批內地遊客選擇前
往香港旅遊、觀看文娛演出，進而帶動相關產業發展。

3月6日起，西安、青島兩市符合條件人員可獲發往來
港澳 「個人旅遊簽注」 ，這無疑為香港旅遊業創造新

商機，為經濟注入新動力。期待在多方助力
下，產生多倍效應，借助旅遊促進

經濟增長。

文旅新天地

大公報記者
朱燁

掃一掃有片睇

2024全國兩會 A 10要聞
2024年3月11日 星期一

要聞A 11 2024年3月11日 星期一

2023年
訪港旅客
人次

引進來走出去
香港發展機遇多

大公報記者
江鑫嫻

掃一掃有片睇

免
簽﹁朋

友
圈
﹂續
擴
促
進
旅
業

資料來源：香港入境事務處

大公報記者
江鑫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