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月9日下午，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
室主任夏寶龍在北京會見香港特區政府文
化體育及旅遊局局長楊潤雄一行。夏寶龍
主任表示，香港旅遊業發展要積極識變、
應變、求變，多用新思路、新辦法解決面
臨的問題，走高質量特色化之路，在變革
中實現大提升。要樹立 「香港無處不旅
遊」 的理念，充分發掘香港豐富的旅遊資
源。夏主任的講話，為香港旅遊業發展提
出了希望和要求，充分反映中央對香港由
治及興新階段振興旅遊業、實現經濟新飛
躍的高度重視。

隨着香港與內地逐漸恢復全面通關，
香港入境旅遊市場在2023年大幅回暖，
全年共有3400萬人次訪問香港，其中內
地旅客依然是訪港主力；2023年上半年
訪港旅客數量約為1300萬人次，其中超
過1011萬人次來自內地。然而相較於2018
年內地訪港遊客超過5100萬人次，香港
旅遊業復甦依然任重道遠。

內地遊客數量的大幅下跌，表明香港
的旅遊業需要有新的發展思維。筆者認
為，香港對遊客的吸引力下降的原因主要
來自幾方面：一方面，隨着近年來內地經
濟的飛速發展，年輕一代的視野更為廣
闊，且出行需求更加多元。他們更注重文
化旅遊和特色旅遊，以往備受推崇的 「購
物之旅」 已經不再是其首選。同時，青年
一代遊客更注重城市帶給他們的情緒價
值，例如，去年以燒烤出圈的淄博，將
「好客山東」 發揮到了極致；工業城市哈

爾濱，也以其對南方「小土豆」的體貼照顧
深受年輕人的喜愛。相比之下，香港則缺
乏此方面的新的或獨特的 「人文名片」 。

開發更多特色旅遊產品
另一方面，2019年修例風波對旅遊

業的負面影響依然存在，內地遊客對來港
旅遊仍存有心理隔閡。也有很多內地市民
在社交網站上分享在香港旅遊不愉快的經
歷，例如，部分香港人對說普通話的內地
遊客態度不友好，甚至存在歧視行為，這
些行為讓內地遊客感到無法接受。香港旅
遊業對內地依存度高，而對內地遊客的歧
視行為會使其感到不被歡迎，從而不再選

擇香港作為旅遊目的地。
針對以上情況，香港旅遊業界要積極

開拓新的思維，通過加強規劃統籌，從政
府和市場兩端、入境遊和本地遊兩大市
場、供給和需求兩側綜合施策，進一步優
化旅遊產品設計，妥善處理香港本地居民
生活需求與旅客體驗需求之間的關係，大
力打造主客共享的旅遊空間，才能為破解
當前香港旅遊業高質量發展遇到的挑戰與
瓶頸找到方法和路徑。

夏寶龍主任強調，要樹立 「香港無處
不旅遊」 的理念，充分發掘香港豐富的旅
遊資源，積極借鑒各地成功經驗，創新思
路、優化政策，推動社會各方力量共同參
與，大力開發旅遊新路線新產品，弘揚熱
情好客之道，不斷提升服務質量，把香港
「最佳旅遊目的地」 的金字招牌擦得更
亮。

今年以來，中央惠港政策不斷為香港
旅遊業發展帶來利好，國務院批准增加陝
西省西安市、山東省青島市為內地赴港澳
「個人遊」 城市，目前內地共有51個城市
符合條件的居民可通過辦理 「個人旅遊簽
注」 到香港旅遊，主要是一線城市和經濟
發達地區的省會城市，對於香港發展高增

值旅遊產品和線路具有積極意義。
筆者認為，香港可以加強推動文化和

旅遊更廣範圍、更高水平深度融合，積極
培育人們喜聞樂見的新產品。香港中西文
化薈萃，旅遊資源豐富，完全有條件開拓
各類深度遊、特色遊，例如，利用香港故
宮文化博物館、M+視覺文化博物館等平
台打造 「旅行＋看展」 、 「旅行＋刷博物
館」 等各類文化產品，同時，還可以開展
多樣化的主題活動，比如受到年輕人歡迎
的國風漢服、圍爐煮茶等，將 「詩」 和
「遠方」 更好地結合。相信這不僅可以吸
引年輕的遊客，也可以吸引香港本地市
民，達到生活與工作的平衡。

除此之外，針對喜愛自然風光的遊客
群體，香港還有200多個離島和風景秀麗
的郊野公園；同時，香港還是享有國際聲
譽的盛事之都，今年來已有40多項大型活
動和國際會議在港舉行，對來自世界各地
的旅客均有磁石效應。

積極發展「一程多站」旅遊
香港旅遊業界應當積極對接中央惠港

政策，充分發掘本地旅遊資源，推動香港
旅遊業朝多元化、高增值、可持續的方向

發展。這就要求旅遊業界積極作為：
一是要深度融入國家發展戰略。加快

融入粵港澳大灣區一體化建設，可以結合
「港人北上」 旅遊消費的新動態，推動打
造 「深港優質生活圈」 和 「大灣區旅遊經
濟圈」 ，促進大灣區居民周邊遊成為香港
旅遊業的新增長點。

二是要發展 「一程多站」 市場。結合
推廣中華文化IP，打造 「港澳＋內地」 的
深度文化體驗精品遊線路，未來還可以將
商務、會展與「一程多站」旅遊有機結合，
吸引更多的文化旅遊、商務旅客來港。

三是要加強對外宣傳推介。為香港旅
遊業注入更多國際化元素，提升香港作為
國際旅遊城市的形象，積極舉辦國際會議
和大型活動，吸引來自不同國家和地區的
國際旅客訪港，鞏固和提升香港作為 「最
佳旅遊目的地」 和「亞洲盛事之都」的地位。

筆者相信，在中央政府大力支持以及
特區政府的不斷努力下，香港的旅遊業將
會迸發新的生機與活力，香港這顆 「東方
之珠」 以及 「好客之都」 將會吸引世界的
遊客，為香港的發展增添新的動能。

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廣西僑聯青年
委員會副會長

樹立香港無處不旅遊理念 促進旅遊業高質量發展

新聞背後
卓 銘

特區政府日前舉辦首個以人才為主題的國際論
壇和展覽會，旨在推廣香港作為國際人才樞紐和門
戶的雙重角色和優勢。

香港近兩年吸引人才的努力有目可睹，也頗有
成效。截至4月底，各項人才入境計劃共收到約29
萬份申請，當中近18萬份已獲批，逾12萬人才已抵
港。其中， 「高才通」 計劃吸引來自世界百強大學
的畢業生人才來港。截至2024年3月底，該計劃共
收到約77000宗申請，其中超過61000宗獲批，超
過47000人已來港。

去年8月，我在媒體上撰文提出 「香港要為人
才落地生根提供 『優質土壤』 」 。我提出，政府在
全球主動 「搶人才」 的舉措，可能是香港歷史上的
前所未有，必然對香港未來發展產生深遠意義。強
調要將香港的人才土壤培植好，為人才落地生根創
造一片沃土，要愛才惜才留住人才、成就人才。

發揮政府角色「扶上馬送一程」
今次我希望再次提醒， 「搶人才」 只是手段，

「物盡其用，人盡其才」 才是目標。特區政府要做
好 「服務型政府」 角色，為人才在香港發揮更大作
用，同時成就香港，成就自己創造條件。

這一年多以來，香港 「高才通」 計劃引進的人
才星光熠熠。據獲知，從內地引進的人才中，藏龍
卧虎，不少具有很高成就。他們中有業內領軍人物，
設計項目遍布內地城市，享有國際盛譽；有的花香
海外，利用美國等寬審批嚴監管的制度，在國外生
產的健康產品深受國人喜好。內地消費者輾轉利用
國際渠道購買，且往往供不應求。 「高才通」 給了
人才和產品落地香港並滿足內地消費者需求的機會；
有的高才在內地以專利技術生產高附加值的生物原
料，對香港未來再工業化提供很有價值的借鑒……

他們中有的已在香港註冊公司，並計劃開展業

務，誠心誠意在香港開創一片新天地。他們嚮往香
港的獨特地位和優勢，視香港為絕佳的橋樑和中轉
基地。對於希望開拓海外市場者而言，他們相信，
站在香港，就有可能站在世界舞台；而對於希望拓
展內地市場者而言，站在香港，那就是站在14億人
口的大市場。而且，這些人才背後的企業，有的是
成熟技術和產品，也有 「自帶產業鏈供應鏈」 ，直
接對標香港發展創新型產業目標。

但他們也有痛點。相對於尋求香港企業職位的
高才，這類人才與企業雖然更具有主動性，但也面
臨更多需要熟悉和適應的地方。他們對於香港的營
商環境、法治環境、用人制度等的認識還需要時日，
有的也有一些暫時性的困難，以及和原有一般性政
策有衝突碰撞的地方。此時此刻，特區政府作為有
為政府，更需要充分發揮服務型政府的角色作用，
「扶上馬送一程」 ，幫助這些企業度過 「嬰兒期」 。

為此建議政府，潛心掌握 「高才通」 中的頂尖
人才情況，以及其在港開設企業（及有意願開設企
業）的情況，加強與之溝通，協助他們的企業順利
落戶並產生效益。政府需要對引進的人才做到心中
有數，登記造冊，定期隨訪。對於那些希望借助香
港走向海外的高才和企業，香港有條件從法律、會
計、知識產權等方面提供專業服務，協助他們作為
香港企業走向 「一帶一路」 沿線國家。

「用一賢人則群賢畢至」
人們常說，最優秀的戰略是 「物盡其用，人盡

其才」 。因地制宜發展新質生產力，關鍵在於創新
型人才，這是香港加快培育新動能、推動生產力發
展的重要遵循。在日前舉行的 「香港．全球人才高
峰會」 上，行政長官致敬最早推動香港研發成果商
業化之一的商湯科技創始人、已故湯曉鷗教授，令
人聯想到 「用一賢人則群賢畢至，見賢思齊就蔚然
成風」 這句話。

今天，香港重創科、重人才正在形成風氣。如
何用好人才，人盡其才，是我們接下來要加強的課題。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島各界聯合會常務副理
事長

議論風生
葉建明

議事論事
衛 昕

美國駐港總領事
梅儒瑞日前出席一個

美國智庫線上研討會時，
稱美方密切關注黎智英案、 「47人初選案」
的裁決，又提到律政司就《願榮光》歌曲
禁制令案上訴得直，認為高等法院裁決，
引發外界擔憂香港的網上言論自由云云。
梅儒瑞此說不但是以學術研討為名，行干
預抹黑之實，更是居高臨下把自己當做 「教
師爺」 。即使梅儒瑞過去打 「親民牌」 打
得再好，現在企圖橫加插手香港法治的惡
劣行徑都只會令其名聲在港人心目中 「一
鋪清袋」 ，昨日便有多個組織和政黨到美
國駐港澳總領事館外抗議，批評梅儒瑞做
小丑戲損害中美關係。

這已不是梅儒瑞第一次攻擊國安法和
拿黎智英案做文章，兩個月前，梅儒瑞就
曾說釋放黎智英等 「政治犯」 更有利於改
善香港形象，而其日前聲稱特區政府懸紅
通緝海外逃犯是所謂的 「跨國鎮壓」 ，也
與當時美國國務院的發言如出一轍。

然而，特區政府之前就沒有屈服於美

國的威嚇，梅儒瑞就算千篇一律地抹黑再
多，也不可能影響到香港的司法，更妄想
可以 「打救」 到黎智英一干國安重犯。再
者，今日的美國竟然好意思用 「鎮壓」 來
指責他人？放眼全球，現時 「鎮壓」 行動
最為嚴重的國家不在別處，正是美國！

軍警鎮壓學生和平示威
自4月中旬開始的美國大學反戰示威，

學生以和平方式呼籲巴以停止衝突，要求
美國及國際重視巴勒斯坦人的訴求，面對
這些正常不過的聲音，美國卻出動大批軍
警在校園內展開大規模執法行動，向和平
示威的學生報以催淚彈、閃光彈、橡膠子
彈，更將這場示威打上 「反猶」 標籤，將
所有不贊同以色列暴行的人說成是 「種族
主義者」，更企圖立法大興「反猶文字獄」 。

梅儒瑞對於自己國內明晃晃的武力鎮
壓不發一語，還好意思說特區政府 「跨國
鎮壓」 ？更不要說通緝跨國逃犯，乃舉世
皆有之事，美國自己光是在去年財年便拘
捕了近1500名國際或海外逃犯，這又算不

算 「跨國鎮壓」 的一部分？
遑論黎智英根本不是 「政治犯」 ，其

現時之所以身陷囹圄，而是因為欺詐科學
園和參與未經批准的集結，與國安法毫無
關係。即使是黎智英等人正被控的國安罪
行，法庭也尚未作出判決。部分美國反華
政客常批評香港法院對黎智英等人 「未審
先判」 ，但難道梅儒瑞等人要求不由分說
地釋放反中亂港分子，又不是另一種意義
上的 「未審先判」 嗎？而妄圖透過 「制裁」
向特區政府官員、司法人員施壓釋放人，
更只能凸顯出對法治的蔑視，與其口中所
謂的 「維護香港法治」 背道而馳。

反華政客常用來為黎智英解脫的理由，
就是說他是傳媒老闆，因此特區政府拘捕
黎智英是等於打壓新聞自由云云。諷刺的
是，說得出這種話的美國，自己卻從來沒
有尊重過新聞自由，不但CNN高層以 「挺
以踩巴」 作為最高報道方針，在最近以色
列強行關閉半島電視台一事中，美國官方
也沒有哪怕批評過以色列政府一句。美國
的主流媒體連同情或支持巴勒斯坦的自由

都沒有，梅儒瑞卻覺得《蘋果日報》有危
害國安的自由？這不但是雙標，更是虛偽。

控制網上言論毫不手軟
事實證明，美國自身才是 「損害言論

自由、新聞自由、打壓異見者」 的最大慣
犯。梅儒瑞稱禁制《願榮光》，以及香港
推動網絡安全立法就是想 「打壓網上言論
自由」 云云，根本是雙重標準，事實是美
國自己對網上言論的控制才是毫不手軟。
去年社交平台X老闆馬斯克對一則稱 「猶太
人對白人有一種 『辯證仇恨』 」 的帖文表
示是 「事實」 ，結果就遭致美國政府上下
鋪天蓋地的攻擊。除了嚴厲譴責外，白宮
還特地發聲明表示 「有義務反對任何攻擊
美國同胞尊嚴並危害我們社區安全的人」 ，
連政府機構也停止合作計劃迫使馬斯克道
歉。

美國尚且不容許任何人在網上發表涉
種族主義或仇恨言論，梅儒瑞稱特區政府
推動網絡安全立法是打壓言論自由，豈非
咄咄怪事？TikTok不過是一個普通的社交

平台，即便伺服器、總部都設在美國本土，
不與中國分享數據，但美國竟以強盜邏輯
「豪取強奪」 ，甚至出台法案要封禁，這
是什麼 「言論自由」 的邏輯？更不要說
Facebook、Instagram等美國社交平台，
對言論的審查有多麼嚴格，更會打壓特定
政治陣營和在後台強制刪除不合己見的帖
文。與香港一條根本尚未立法的法律比較，
美國國內情況明顯更值得關注。

梅儒瑞於2022年上任初期，利用買兩
餸飯、學廣東話、坐天星小輪等 「親民
牌」 ，試圖營造一種親和貼地的形象。但
到頭來，梅儒瑞終究沒有與港人站在一邊，
也沒有真正嘗試修補港美關係，仍然試圖
玩 「以港遏華」 的伎倆，而且現在的香港
也不會再吃這一套。梅儒瑞抹黑香港前，
最好先照照鏡子，看看今時今日的美國，
究竟有沒有資格充當 「教師爺」 談言論自
由。正如外交部駐港公署所言，美方應盡
早認清現實，擺正位置，不折騰、不挑事、
不越界，以實際行動回歸到促進中美關係
健康穩定發展的正路上來。

漫步香港街頭，隨意走
進路邊的一家超市，琳琅滿

目的商品頓時湧入你的眼簾，這
裏有泰國的大米、新西蘭的奶粉，有越南的襯衣、
德國的手錶，還有俄羅斯的烈酒、法國的香水，
世界各地的商品都漂洋過海來等你，這就是經濟
全球化的神奇力量。經濟全球化充分發揮國際市
場力量和規律，為世界帶來了優化的資源配置和
高效的國際分工，促進了貿易繁榮、投資便利、
人員流動，推動了世界經濟快速發展，已然成
為人類社會前進的必由之路和不可逆轉的時代潮
流。

然而，我們看到，出於種種原因，世界經濟
復甦乏力，經濟全球化遭遇逆流，保護主義傾向
抬頭，泛政治化、泛安全化思潮蔓延。世界銀行
《全球經濟展望》表示全球經濟將迎來30年來最
糟糕的五年期增速；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總裁表示
任由經濟碎片化持續將最終使全球GDP損失7%，
大致相當於法國和德國一年的GDP總和。特別是
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以 「去風險」 為名，構築
「小院高牆」 ，不追求 「跑得更快」 ，卻試圖 「絆
倒別人」 ，這種 「自己生病卻讓別人吃藥」 的行
徑害人害己，不僅治不了自身的 「多年老病」 ，
而且打斷了經濟全球化的 「奇經八脈」 ，讓亟待
復甦的世界經濟難以恢復健康。

構築「小院高牆」終「作繭自縛」
習近平主席指出， 「讓世界經濟的大海退回

到一個一個孤立的小湖泊、小河流，是不可能的」 。
在中央外事工作會議上，中央提出倡導普惠包容
的經濟全球化，為引領經濟全球化正確方向貢獻
中國智慧。普惠，就是要讓不同國家、不同階層、
不同人群都能參與並享有經濟社會發展的成果，
實現共同發展、共同繁榮，讓構築 「小院高牆」
的人最終 「作繭自縛」 。包容，就是要支持各國
走出符合自身國情的發展道路，維護全球產業鏈

供應鏈的穩定暢通，保持全球經濟增長活力與動
力，讓試圖 「絆倒別人」 的人最終 「絆倒自己」 。

在經濟全球化朝着普惠、包容方向發展的進
程中，香港作為舉世聞名的 「東方之珠」 可發揮
什麼樣的作用呢？香港自由開放雄冠全球，營商
環境世界一流，是全球最自由、最具競爭力的經
濟體之一。長期以來，香港GDP年均增長率在發
達經濟體同期水平中位居前列，國際金融、航運、
貿易中心地位穩固，是經濟全球化的重要樞紐。
根據聯合國貿發會統計，香港2022年吸納外來直
接投資達1177億美元，全球排名第四，對外直接
投資達1036億美元，全球排名第七，是國際公認
的全球第四大金融中心。香港國際機場在2023年
處理貨運量達430萬噸，自2010年起連續13年被
評為全球最繁忙貨運機場。擁有如此 「能打」 的
實力，香港完全可以成為國家推動普惠包容經濟
全球化的重要力量。

發揮好海事仲裁國際地位
當前，香港正處於由治及興的新階段，積極

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主動對接國家戰略，專心致
志拚經濟、謀發展。推動普惠包容經濟全球化，
香港已經在行動。李家超行政長官在2023年施政
報告中指出，香港將積極參與高質量共建 「一帶
一路」 ，拓展全球經貿網絡，連接東盟、中東、
中亞、非洲市場，在更多共建 「一帶一路」 國家
開設經貿辦，與更多合作夥伴一同做大世界經濟
發展的蛋糕，實現互利共贏。同時，香港將繼續
鞏固國際航運中心和國際航空樞紐地位，擴大本
地海運網絡、開拓航空貨運機遇，維護全球產業
鏈供應鏈的穩定暢通，並發揮好自身海事仲裁國
際地位，同 「逆全球化」 行徑堅決鬥爭。

香港的積極舉措充分體現了香港助力經濟全
球化的高漲熱情。我們完全相信，香港必將成為
國家推動普惠包容經濟全球化的 「弄潮兒」 ，必
將大有作為！

港事港心
郭 岩

普惠包容的經濟全球化，香港大有可為吸引人才 更要人盡其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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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梅儒瑞照照鏡子，美國沒有資格談言論自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