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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商事仲裁大會今在港揭幕

入境處數據顯示，昨日截至晚上9時，有
10.6萬內地旅客訪港，令今年五一黃金周訪港
內地旅客增至超過66.8萬，較去年五一黃金周
（4月29日至5月2日）錄得56萬人次，升
19.1%（見表）。內地旅客來港除了觀光打
卡，不少人來港觀看台灣樂隊五月天的露天演
唱會，昨日卻遇上暴雨，天文台先後發出黃色
及紅色暴雨警告。演唱會在中環海濱活動空間
舉行，早前已因天雨延期，不少旅客擔心再次
受暴雨影響。

入境團靈活調整行程
在演唱會現場，暴雨下仍有大批歌迷冒雨

等候入場，來自雲南的李小姐昨午5時已經到
場，等至晚上7時許，終於可以入場，她說，
「五一假期來香港玩，留了那麼多天，主要就
是為了這個演唱會！期望非常高！」 雖然演唱
會全程要身穿雨衣觀看，感覺濕濕黏黏的，但
看到喜歡的樂隊表演感到十分值得， 「這次來
香港玩值得了！如果經常有這種演唱會，我覺
得旅客會經常來。」

昂坪360昨日早上宣布，受雷暴影響延遲
開放，下午恢復纜車服務後，再因受雷電影響
而暫停讓賓客登車。

香港入境團旅行社協會創會會長謝淦廷昨

日向《大公報》表示，暴雨對入境團的行程安
排整體影響不大，因入境團多前往遊客區，道
路情況受較小影響，而即使景點因雨暫停開
放，導遊及領隊亦會對行程做出靈活調整。

香港餐飲聯業協會會長黃家和在電台節目
表示，五一黃金周首日有18萬名旅客訪港，受
惠於煙火表演，估計維港兩岸食肆生意有15%
升幅。但他指訪港內地旅客大多是個人遊旅
客，人均消費減少20%，而入境團普遍不是
「高端團」 ，加上大批港人北上消費，估計餐

飲業五一整體生意較去年錄得約10%跌幅。

業界盼再添個人遊城市
黃家和表示，青島、西安早前開放為個人

遊後，根據政府數據，每日有百多名青島、西
安個人遊旅客來港，促請當局與中央商討開放
更多自由行城市，形容是好的開始。他認為人
流增加，自然能夠匯聚財氣，對餐飲及零售業
都有幫助，希望內地開放更多個人遊城市。

美麗華集團首席營運總裁陳宗彝表示，旗
下兩間分別位於尖沙咀及灣仔的酒店，五一黃
金周入住率維持於大約九成，但較去年同期減
少約7個百分點。他說集團將酒店房價大幅減
價23%，由每晚2000多元減至不足2000元，
才能做到高入住率，形容情況不理想。他指酒

店房間充足，航班運力恢復，期望特區
政府向內地爭取開放更多個人遊城市，
吸引更多旅客來港。

政府早前估計五一黃金周有80萬內
地旅客來港，當中有680個內地旅行團、
共約2.6萬名團客入境。旅遊促進會總幹事崔定
邦表示，實際訪港旅客人數與政府預計相
若，雖較疫情前減少，但內地省市之間的
旅遊競爭也很激烈，旅客有很多選擇。
他估計內地仍有約10億人從未到香港遊
玩，形容是極巨大的市場，希望業界
對前景有信心，同時針對本港的弱
點，持續提升服務水平。

五一黃金周
內地訪港旅客人次

首天
第二天
第三天
第四天

總數

*5月4日截至晚上9時
資料來源：香港入境事務處

2024年

181400
191652
189074
106094*
668220

（⬆19.1%）

2023年

165669
156313
129349
109617

560948

黃金周訪港內地客 比去年升兩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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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似雲來

◀昨日香港下起滂沱大雨，五月天的露
天演唱會昨晚順利舉行，旅客觀眾紛
紛在社交平台紛紛表達欣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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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署及立法會
變身打卡熱點

內地訪港旅客近年旅遊模式傾
向 「深度遊」 ，打卡內容亦越來越

豐富，除了喜歡與維港海景、各區大街小巷景色、部分路牌
合照留念，還因為受港產電影與電視劇影響，廉政公署、立法

會大樓亦成為新興打卡熱點。
今年五一黃金周期間，內地社交媒體上，不少到香港旅遊的

內地旅客，分享自己手持印有 「廉政公署」 標誌的咖啡杯，在廉署
辦公室門外與 「廉政公署」 四字打卡
的相片（圖），模仿 「到廉署喝咖

啡」 。而立法會大樓正門的 「立」 字，
亦出現在不少內地旅客分享的打卡相片
中。

除此之外，在各區的過馬路位置地上的
「望左」 、 「望右」 字樣，亦被遊客視為香
港的特色，不少內地旅客在逛街時特意拍下
照片，分享到社交媒體，而各個巴士站牌，
也都成為了遊客的打卡熱點。大公報記者走
訪各區，見到不少遊客在巴士站等車的時候
會和站牌合影，有遊客站在路邊拍攝 「望
左」 、 「望右」 標線。 大公報記者劉碩源

港劇場景

【大公報訊】記者龔學鳴報道：第26屆
國際商事仲裁理事會大會（ICCA大會）將於
今日揭幕，吸引了全球近1300名法律界及仲
裁界精英來港參與，連同期間的周邊活動，
預料整體參與人數將接近2000人。作為大會
周邊活動之一的香港大律師公會與香港國際
仲裁中心（HKIAC）合辦的仲裁論壇，昨日
下午率先舉行，律政司司長林定國出席論
壇。

論壇昨討論內地仲裁發展
論壇包括主題演講以及仲裁程序對談。

大會邀請了司法部公共法律服務管理局局長
楊向斌作演講嘉賓，題目是 「中國內地仲裁
的發展─回顧與展望」 ，讓世界各地的參加
者更了解內地的仲裁特點及發展方向。

對談環節以 「法院與仲裁程序─監督與
協助」 為題，講者包括最高人民法院國際商
事法庭法官奚向陽、特區高等法院原訟法庭
法官陳美蘭，以及英國前高等法院皇座法庭
法官威廉布萊爾（Sir William Blair）。20
個司法管轄區、超過100名的國際法律界精
英出席及參與討論，就不同的司法管轄區在
程序和可以發揮的監督作用交流，是香港法

律界近年一場非常有分量的國際論壇。
大律師公會主席杜淦堃表示，適逢公會

今年慶祝75周年，這仲裁論壇是連串慶祝活
動的頭炮，三個不同司法管轄區的法官同場
討論，實屬非常難得及罕有。他表示，要解
決爭議，除了打官司，仲裁及調解早已成為
商界及法律界重視的新趨勢。這次仲裁論壇
無論是嘉賓的分量、主題演講的題目或對談
的焦點，都是國際仲裁界關心的，盡顯香港
作為國際仲裁中心的獨特及穩固的地位。

杜淦堃表示，香港的大律師除了了解內
地、有語言及國際法律知識的優勢外，香港
的法院與仲裁程序，有重大的關連，法院也
一直扮演着監督與協助的角色，特別在執行
仲裁裁決方面，更起了關鍵的作用。香港沿
用普通法制，令參與國際仲裁的與訟人更明
白運作，增強了使用香港的大律師或香港法
院處理仲裁的信心。

合辦單位香港國際仲裁中心秘書長劉若
茵表示，香港的仲裁中心在1985年成立，是
亞太區最悠久的。亞洲有多個仲裁中心，但
是香港除了擁有大量的仲裁人才，他們無論
在語言、文化及處理和內地有關的爭議多方
面，都具獨特的優勢，這次仲裁論壇和ICCA

大會的成功，證明香港的仲裁地位鞏固。
ICCA大會每兩年一次，曾在巴黎、北

京、倫敦、紐約等世界主要城市舉辦，今年
則 由 香 港 特 區 主 辦 。 今 年 大 會 以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A Human Endeavour」
為研討主題，吸引了來自約70個地區，超過
1300名來自世界各地的大律師、律師、仲裁
員、法官等參加，大會將舉辦24場官方活
動，邀請88位講者作主題演講，周邊活動更
超過40場，預料總體參與人數將接近2000
人，至5月8日結束。

第26屆國際商事
仲裁理事會大會
法律界精英來源地

•亞洲、中東、非洲等其他地區（32%）
•香港特區（19%）
•中國內地（18%）
•歐美（31%）

精彩活動
•24場官方活動
•88位講者作主題演講
•超過40場周邊活動

大公報記者 劉碩源 伍軒沛

內地五一黃金周假期今日結束，本港入境
事務處數據顯示，截至昨晚9時，累計

超過66.8萬內地旅客在黃金周期間訪港，較
去年同期升近兩成。本港過去一星期持續天
陰有雨，昨日更發出紅色暴雨警告，大批來

港觀看演唱會的內地旅客，在社交平台 「洗版式」 發帖，擔心演
唱會取消，演唱會最終如期舉行。

有旅遊業人士表示，暴雨對入境團影響較小，相信旅行團會
靈活安排行程應對。有餐飲業界人士表示，青島、西安開放個人
遊城市後，每日有逾百旅客來港，相信人流會聚集財氣，期望開
放更多個人遊城市。

【大公報訊】記者李清報道：由香
港再出發大聯盟舉辦的 「推動香港區域
知識產權貿易中心發展座談會」 昨日在
香港舉行，多位香港本地的官員、學
者、業界專家就香港發展區域知識產權
貿易中心所面對的挑戰與機遇進行探
討。

大聯盟副秘書長譚惠珠指出，中國
是世界上國際專利申請量最多的國家，
2022年的申請量達16萬宗，但在全球知
識產權交易方面仍有較大空間，如中美
之間就存在巨大的知識產權貿易逆差。
因此，香港應有責任發揮所長，服務國
家所需，建設好區域知識產權貿易中
心。

座談會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由譚

惠珠主持，邀請香港大學法律學系教授
李亞紅與紫藤知識產權集團副總裁文
明，圍繞香港發展區域知識產權貿易中
心面對的問題與挑戰進行討論。第二部
分由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前局長蘇錦樑主
持，邀請知識產權署副署長曾志深、香
港青年工業家協會當然顧問高鼎國及香
港再出發大聯盟知識產權調研團成員黃
廣林，分享香港發展知識產權貿易中心
所面對的挑戰與機遇。

雙語普通法具獨特優勢
發展知識產權貿易，香港有何優

勢？蘇錦樑認為，香港是國際大都會，
也是國際知名貿易及金融中心，還是全
球唯一實行中英雙語普通法的獨特司法

管轄區，擁有發達和優質的知識產權專
業服務網絡。如果香港能以金融中心和
知識產權貿易中心 「兩條腿走路」 ，便

可為經濟發展提供穩定基礎。
香港特區政府知識產權署副署長曾

志深則指出，從2015年至今，香港在優
化知識產權保護制度、鼓勵研發創新、
優化知識產權專業服務、推廣香港發展
知識產權區域中心優勢等方面做了大量
工作，並於2019年推出原授專利制度，
還在立法層面加強了知識產權保護，鼓
勵企業在港從事知識產權貿易。

學者倡建專業產業鏈平台
在發展區域知識產權貿易中心方

面，香港則遇到多重挑戰。香港大學法
律學系副教授李亞虹以專利為例分析
道，首先香港從事專利交易的人才不
足；同時香港市場較小，高質量專利相

對稀缺；此外，香港和內地的知識產權
貿易，特別是專利跨境貿易方面還有許
多環節尚未打通。

李亞虹對此提出四項針對性建議：
建立比較專業和中立的平台，將創新
鏈、產業鏈、資金鏈和人才鏈深度融
合；培養同時掌握金融、法律、科技、
商業等專業的複合型人才；主動構建與
內地和海外進行知識產權貿易的對接實
體，減少兩地法律差異造成的不確定
性，降低跨境交易成本，並提供知識產
權貿易相關的增值服務；特區政府應更
加積極介入知識產權貿易，推出專門的
知識產權融資計劃，由官方和銀行共同
承擔相關債務風險，幫助企業獲得銀行
貸款等。

座談會：建區域知識產權貿易中心 服務國家所需

▲ 「推動香港區域知識產權貿易中心發
展座談會」 昨日舉行，討論香港發展區
域知識產權貿易中心所面對的挑戰與機
遇。

五月天演唱會冒雨演出 歌迷：來香港玩值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