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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倡提升服務 走高質量路線

旅遊業是香港的傳統主要經濟支柱之一，去
年錄得3400萬旅客人次訪港，但面對其他

旅遊城市競爭、旅遊模式轉變、港元匯價高企等因
素，如何提升旅遊業競爭力，吸引更多遊客來港，
同時提高消費，必須多管齊下 「出招」 。

多名旅遊業界人士、學者、專家向《大公報》
表示，中央港澳工作辦公室主任、國務院港澳事務
辦公室主任夏寶龍提出 「香港無處不旅遊」 的理
念，正好為香港旅遊發展提出了新方向，專家們歸
納出八項建議，包括提升服務水平，弘揚好客之
道，不鬥平，走高質量路線，同時發掘更多深度
遊，實現區區有旅遊，打造旅業新方向。

拚經濟．拚發展
旅遊篇❶

大公報記者 賴振雄、劉碩源

香港旅遊發展局數據顯示，去年的
3400萬訪港旅客人次，對比2018年即新
冠疫情及黑暴前，旅客量只恢復一半左
右。最新數據顯示，今年四月訪港旅客錄
得340萬人次，雖按年上升約兩成，但復
甦勢頭仍然緩慢；此外，零售及餐飲業界
反映，面對港人北上消費熱潮，訪港旅客
消費力減少，持續出現 「旺丁不旺財」 。

推行禮貌運動 提升好客之道
「旅客不是不肯消費，重點是如何提

升服務質素，吸引他們消費！」 香港旅遊
促進會總幹事崔定邦認為，要吸引更多遊
客及增加消費力，可從 「提升質量」 和
「服務態度」 着手。面對深圳等內地城
市， 「價錢平、服務好」 ，香港基於成本
考慮，不能 「鬥平」 ，而應走高質量路
線，提供高質的食物和貨品，讓旅客感覺
物超所值。崔定邦支持推行禮貌運動，增
加對社區和不同行業的宣傳，提升香港的
好客之道和旅客體驗。

「 『服務相對論』 之下，香港整體的
服務水平沒有下降，但鄰近城市服務提升
了，旅客就會覺得服務有不足，所以 『心
態要轉變』 ！」 旅遊學者、職業訓練局項
目經理黃家榮分析，香港餐飲及服務業，
面對人手不足問題，舉例一些食肆侍應，
習慣爽直的態度待客，但只要作出微調，
例如多一點笑容，送餐時不要擲上枱，效
果已經完全不同。

面對訪港旅客的旅遊模式轉變，業界

普遍同意，
打造 「香港
無 處 不 旅
遊 」 新 模
式。崔定邦
指出，應多發
掘更多地區活動，包
括配合節日主題，打
造新玩法，同時開拓
更多深度遊路程，為再
來港的遊客帶來更多新鮮
感。

大嶼山打造「港版聖淘沙」
新加坡的聖淘沙是著名度假區，全國

港澳研究會會員胡恩威表示，香港可借鑒
當地成功經驗，在大嶼山興建 「港版聖淘
沙度假區」 ，結合酒店、水上活動、全新
的主題公園，或賭博娛樂相關業務。 「香
港的電影業世界知名，舉例近期九龍城寨
電影成為熱話，在內地以至外國也有不少
人研究城寨文化，為什麼不可以打造以港
產電影為賣點的主題公園？興建一個城寨
園區遊玩？」

政府去年在施政報告提出，制訂《香
港旅遊業發展藍圖2.0》，近日諮詢業界
並計劃今年內公布，以優化各領域配合旅

遊業發展。有旅業界人士
認為，現時不少旅遊路線
規劃欠缺統籌，部門各自

為政；申請相關業務牌照需時，外國盛行
的民宿，在香港也難以實行，建議作出
「拆牆鬆綁」 。

現時訪港旅客比例，內地客佔約
79%，非內地訪港旅客正在逐步增長。香
港嶺南大學潘蘇通滬港經濟政策研究所所
長何濼生分析，受地緣政治影響，來自歐
美的旅客增長較為緩慢，部分國家在《維
護國家安全條例》生效後作出抹黑，至今
仍然發出旅遊警示，香港必須加強海外宣
傳，配合網媒等，結合名人明星效應及口
碑，讓遊客明白香港是旅遊之都，仍然十
分安全，歡迎遊客來港，與此同時開拓新
客源，包括中東國家旅客，讓訪港旅客更
多元化，吸引更多更大的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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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專家建議將大嶼山打造
成 「港版聖淘沙」吸客。

▼現時旅客已不滿足一般
旅遊，深度遊才是首選。
圖為太平山街壁畫。

▲旅發局上月與 「阿聯
酋航空」 等簽署合作備
忘錄，推廣香港旅遊。

如何開拓新旅遊模
式，也是旅遊業發展的

另一重點。香港旅遊發展局表示，將會大力
吸引包括沙特阿拉伯、阿拉伯聯合酋長國
等，中東市場的穆斯林旅客。本月27日起，
新增八個 「個人遊」 內地城市，同樣不乏穆
斯林信仰的旅客，飲食和生活習慣與香港有
所不同。旅遊業界及餐飲業界認為，可配合
旅客特性，推出更多元的食品及餐單，讓旅
客賓至如歸。

政府可為業界提供指引
穆斯林教徒基於信仰會禁止部分行為，

例如禁止食用及飲用豬肉製品或其衍生製
品。據了解，旅發局將邀請專業機構，為本
港服務業介紹穆斯林旅客對飲食、零售、住
宿、會議展覽場地及景點設施的要求，讓業
界掌握更多清真友善的資訊，協助相關企業
獲得穆斯林友善評級，迎合旅客需要。

香港旅遊促進會總幹事崔定邦表示，在
用餐方面，穆斯林客人會要求餐單上列明沒

有以豬肉入饌，或希望餐廳持有相關認證。
他認為政府可協助業界引入清真認證，並提
出清真飲食製作等指引，供業界參考。

立法會議員林琳表示，現時只有香港回
教信託基金總會進行清真食品認證，促旅發
局與該組織合作並多作巡查，同時主動接觸
香港出名食肆，讓他們進行認證，好讓穆
斯林旅客 「有啖好食」 。她認為政府旅
遊當局應對穆斯林文化具有足夠了解，
並推出配套措施，如穆斯林每日需面向
指定方向禮拜，本港的旅遊景點、酒店
天花板可設方向箭嘴，透過這些細節，向
相關旅客傳遞賓至如歸的關懷。

「中餐廳餐食種類豐富，穆斯林客人想
體驗本港美食不一定要吃生炒骨，海鮮、
牛、羊等食材，也有我們獨特的做法。」 香
港餐務管理協會主席梁振華表示，餐飲業應
配合旅客特性，提供合適的食物，支持政府
引入 「清真食品認證」 ，例如在餐牌上標註
哪些餐食符合清真飲食，向食肆發放相關指
引。 大公報記者劉碩源

引入清真認證吸引中東旅客

近年內地旅
客 數 字 穩 步 上

升，但距離恢復到疫情前的消費力仍
有距離，提高旅客消費力，成為旅遊
業復甦的重點之一。全國人大常委會
委員李慧琼早前表示，將繼續向中央
爭取放寬旅客免稅額至3萬元。有學者
認同，當下免稅額度已不符合消費能
力，可考慮提高額度到5萬至10萬元。

香港有 「購物天堂」 之稱，作為
免稅港，是很多國際品牌的集中地，
很多旅客到香港旅遊的一大目的就是
購物，然而目前5000元的免稅額對於
不少旅客而言並不足夠。

現有5000元額度不符需求
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李慧琼早前

表示，將繼續向中央爭取提升來港旅
客免稅額，希望由現時的5000元，放

寬至3萬元吸引更多內地客消費。
香港中文大學劉佐德全球經濟及

金融研究所常務所長莊太量認為，目
前旅客5000元的免稅額度，已不符合
當下的消費能力，有需要上調額度，
「內地的商品種類已增加許多，旅客
訪港購物要打稅的最主要為奢侈
品」 。

他認為，以奢侈品名牌的中位水
平做基準，提高免稅額度到5萬元至10
萬元的區間，並不過分，惟需留意免
稅額的使用場景，防範 「水客」 的現
象出現。

批發及零售界立法會議員邵家輝
表示，若提升免稅額，遊客會 「手鬆
一些」 ，各行各業均可受惠。他希望
可以循序漸進、逐步將免稅額與海南
島看齊，提高到10萬元。

大公報記者劉碩源

爭取提升免稅額
內地客購物手鬆啲

▲▼有旅遊業及餐
飲業界人士建議推
出 「清真食品認
證」 ，吸引中東客
人消費。

▲旅遊業是香
港重要經濟支柱之
一。疫後如何提升旅
遊人數，是特區政府
及業界念茲在茲的課
題。圖為有酒吧在五
一黃金周時推出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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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舉辦更多
體育盛事，將可
吸引喜愛活動的
旅客訪港。圖為
香港七欖賽事。

◀《大公報》早前
推出 「和氣生財」
系列報道，強調服
務及禮貌等對旅遊
業發展的重要性，
受到社會及業界廣
泛認同。

創新體驗拓客源
香港無處不旅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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