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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一場說走就走Citywalk」
29日上午見到 「一簽多行」

簽注恢復的相關新聞，張小姐就
在社交媒體上做起了攻略，12月
份儼然已有滿滿的安排， 「1月份
香港藝術館還有塞尚和雷諾阿兩
位印象派大師的珍貴畫作，3月
M+博物館則有畢加索特別展覽，
從深圳過去不到一個小時，就能
近距離欣賞這些大師的真跡，實
在太有吸引力了！」 張小姐表
示，平時休息日並非連續兩天，
「一周一行」 就須提前規劃好行
程，現在恢復 「一簽多行」 ，將
大大提升赴港的自由度。

此外，香港豐富的文化遺產
也將成為深圳市民的打卡地。深
圳居民胡先生表示， 「一簽多
行」 政策實行後，可以輕鬆前往
香港，親身體驗這座城市的獨特
魅力。 「我喜歡旅行和探索，以
前只能利用周末的時間去香港，
將來下班後也可以來一場說走就
走的香港Citywalk之旅。」

祖籍四川成都的深圳市民劉
良慶就表示，上個月剛去過香港
Citywalk， 「12月最期待去香港
海洋公園看熊貓雙胞胎。」 她表
示，恢復 「一簽多行」 後，去香
港看看這對可愛的雙胞胎大熊
貓，也成了她去香港遊玩的一個
重要目的。

劉良慶又提到，香港是大灣
區最繁華的都市，對她來說，無
疑是一個充滿吸引力的地方。
「之前我每次去香港，我都能發
現一些新的、有趣的東西，滿足
我的好奇心。」 她表示，下個月
就是聖誕節，香港的聖誕節的氛

圍是非常濃厚的。 「因此，我也
對此抱了很大的期待，想要在香
港過一次聖誕節和平安夜，感受
那裏的節日氛圍和歡樂氣息。」

「以後可以每天從深圳過關
去香港的姑姑家裏喝湯啦！」 在
深圳居住的蔡女士在社交媒體上
發布了這樣一條狀態。她得知可
申請辦理赴香港旅遊 「一簽多
行」 簽注時非常開心。從前，蔡
女士每年都會在深圳辦理 「一年
多簽」 ， 「因為那時候每周只能
去一次，為了不浪費每一次機
會，總會特意把時間空出來，至
少在那邊呆上3天到7天。」 蔡女
士認為，改為 「一簽多行」 後，
她可以放下心理壓力，不用特意
攢假期和時間。

「期待到蘭桂坊暢飲」
家住羅湖的深圳市民翁雲程

同樣期待着和香港親戚的熱鬧聚
會。他表示，有幾個親戚在港，
以往有一家邀請飲茶聚餐，另一
家就只能再約下周， 「一簽多
行」 恢復後， 「今天可以去阿姨
家吃個飯，明天表哥說想一起喝
點小酒，又可以立即坐車過
去。」 除了探親，香港獨特的夜
生活氛圍也吸引着翁雲程，他表
示，香港聖誕節、萬聖節等節日
的氛圍尤為濃厚，期待和朋友在
深圳聚餐，再到香港蘭桂坊暢
飲，深港兩地的朋友，說約就
約，暢享雙城生活。

據了解，自2024年12月1日
起，深圳市公安機關出入境管理
機構不再受理赴香港「一周一行」
簽注申請，已簽發的 「一周一
行」 簽注在有效期內仍可續用。

一簽多行說走就走 雙城生活吸引
深圳市民：魅力之都 每次去香港都能發現新東西

「12月必須去打卡香港首個藝術科技展館Visionairs，沉浸
式體驗赫赫有名的巴黎聖母院；再到香港故宮欣賞紫禁城和凡
爾賽的宮廷珍品，了解中法文化交流歷史；在M+博物館領略建
築大師貝聿銘的建築人生，到香港藝術館感受吳冠中融合中西
方美學的水墨畫作！」 深圳市民張小姐興奮地表示。

12月1日起，深圳市戶籍居民和居住證持有人可以申請辦理
赴香港旅遊 「一簽多行」 簽注，在一年內可不限次數往來香港
地區。對此，深圳市民紛紛表示，相比 「一周一行」 ， 「一簽
多行」 將提供更多的出行選擇， 「說走就走赴港」 將成為現
實，期待絲滑的雙城生活再現，暢享灣區自由行走。對於不少
深圳人來說，香港豐富的文化旅遊資源吸引力十足，文旅深度
遊成為新的熱點，聖誕節來臨，香港濃厚的節日氛圍也深深吸
引着深圳年輕人。

大公報記者 李望賢、石華、郭若溪、胡永愛深圳報道



▲羅湖口岸赴港人流絡繹不絕。
大公報記者李望賢攝

◀深圳市戶籍居民明日開始可以申請辦理
赴香港旅遊 「一簽多行」 簽注，並擴展至
適用於非深圳戶籍的居住證持有人。圖為
深圳市羅湖區政務服務中心智能簽注服務
區。 大公報記者郭若溪攝

攜程：港澳旅遊搜索熱度增逾30%
11月29日，

國家出入境管理
局宣布，經國務院批准，將在深圳
市實施赴香港旅遊 「一簽多行」 政
策，在珠海市實施赴澳門旅遊 「一
周一行」 政策，並在橫琴粵澳深度
合作區實施赴澳門旅遊「一簽多行」
政策。政策發布後半小時，內地遊
客對香港的旅遊熱情再度高漲，香
港、澳門目的地在攜程平台上的搜
索熱度環比增長超30%。政策的
恢復無疑對香港的零售業、旅遊業
等帶來提振效應。

攜程數據顯示，港澳地區位列
今年內地居民出境旅遊熱門目的地

前十。今年以來，內地居民赴港澳
旅遊訂單同比增長超11%。對深
圳和珠海的旅客來說，香港、澳門
更是一位熟悉的「老友」，以深圳─
香港為例，今年以來，深圳赴香港
的車船訂單同比增長21%，門票訂
單增長38%，用車訂單增長53%。

攜程集團副總裁秦靜認為，近
年內地與香港、澳門之間的旅遊、
文化和商務往來需求持續增長，此
次政策的調整不僅為旅客們提供了
多次往來的便利，豐富粵港澳大灣
區居民的生活體驗，預計還將帶動
港澳地區的旅遊及相關行業收入。

大公報記者 郭若溪深圳報道

一簽多行與市場變化
下 月

起，深圳居
民赴香港旅

遊恢復可辦 「一簽多行」 簽注，
在一年內可不限次數往來香港地
區，每次在香港逗留不超過7
天。

回顧2009年中央應特區政府
要 求 試 行 深 圳 居 民 「 一 簽 多
行」 ，促進兩地經濟及交流，深
圳居民來港人數增加的同時，衍
生了水貨客問題。其後，特區政
府 向 中 央 要 求 改 為 「 一 周 一
行」 ，2015年獲中央批准。九年
後今次重新實施 「一簽多行」 ，
擴展至居住證持有人，估計逾
1000萬人可以方便地來港探親、
旅遊、購物，為本港旅遊、零售

業注入新的活力。
重推 「一簽多行」 當然令人

關注，會否重現水貨客對民生造
成滋擾問題，然而在這個網購時
代，水貨客生存空間已經大幅縮
減。而 「一簽多行」 必然增加深
圳來港人流，各陸路口岸及連接
口岸的交通運輸首當其衝，按照
過去實施 「一簽多行」 的經驗，
相信香港有足夠能力應付。

至於 「一簽多行」 對本港旅
遊、零售業的刺激作用多大，有
待觀察。特別是零售業，內地人
來港消費模式出現變化，加上網
購的競爭，香港零售業能為內地
旅客提供什麼服務來吸引消費？
這就考驗香港人靈活的腦袋，能
否找到新商機。

透視鏡
蔡樹文

經國務院批准，國家
出入境管理局決定在廣東

省珠海市實施赴澳門旅遊 「一周一行」 政
策，在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實施赴澳門旅
遊 「一簽多行」 政策。廣東省體制改革研
究會執行會長彭澎接受《大公報》採訪時
表示，該政策對於拉動澳門旅遊市場、搞
活兩地經濟有直接刺激作用。珠海赴澳遊
「一周一行」 先行先試，可以複製推廣。
而橫琴與澳門之間還可視乎條件成熟時進
一步「放開」，促進兩地更便捷的互聯互通。

自明年1月1日起，珠海市戶籍居民可
以申請辦理赴澳門旅遊 「一周一行」 簽
注，在一年內的每個自然周可前往澳門一
次且僅限一次，每次在澳門逗留不超過七
天。彭澎指出，該政策對於拉動澳門旅遊
市場、搞活珠澳兩地經濟有直接刺激作
用，直接利好於旅遊、餐飲、住宿、交
通、消費品零售等行業。該政策可先行先
試，再進一步複製推廣到珠三角等其他城
市。

橫琴居民可辦「一簽多行」
「粵港澳往來便利是大趨勢！」 彭澎

表示，該政策對橫琴房地產利好度較大，
將有利於橫琴吸引更多內地居民落戶定
居，對於招攬人才也是一大利好。他稱，
該政策將助力促進澳門與橫琴一體化發
展，兩地之間會進一步放開管控，來往越
來越方便。

珠海市民吳嘉熙告訴記者， 「一周一
行」 每次在澳門可逗留7天，這意味着從珠
海去澳門旅遊，就像在同一座城市裏走親

戚一樣簡單方便。他亦坦言，新政策也增加了珠海
戶籍的 「含金量」 ，並促進珠澳兩地的交流與合
作。

橫琴居民陳曉君說， 「一簽多行」 將進一步推
進兩地 「互聯互通」 ，隨時 「說走就走」 ， 「琴澳
同城」 已在眼前。

大公報記者 方俊明珠海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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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化待客之道
經國務院批准，國家出入境

管理局決定在深圳市實施 「一簽
多行」 政策，由明日起生效。深
圳戶籍居民及居住證持有人申請
一年簽注後，可在一年內不限次
數來往香港地區，每次在港逗留
最長7日。一千多萬深圳居民來港
「說走就走」 ，蘊藏龐大商機，

受到特區政府、業界的熱烈歡
迎。各方摩拳擦掌，積極迎接新
一輪訪港旅遊熱潮。

相關政策曾於2009年實施，因
衍生 「水貨客」 現象並導致兩地
居民摩擦，其後於2015年取消。近
10年過去，香港實現由亂到治的根
本性轉變，並走向由治及興新階
段。內地經濟高速發展，對外開
放不斷擴大，共建大灣區不斷提
速，港深居民交流互動越來越頻
密。短短的羅湖橋見證了這一顯
著變化，恢復 「一簽多行」 政策
可謂水到渠成。

首先，隨着內地不斷擴大開
放，商品越來越豐富，深圳居民
來港旅遊不再熱衷於購物，而是
轉向深度遊；不再聚集在主要購
物商場、交通要道，而是分散各

地，體驗 「香港無處不旅遊」 。
「水貨客 」 問題重演的概率很

小，對當地民生影響大為減低。
其次，受各種因素影響，香

港經濟疫後復甦並非一帆風順，
零售、飲食等行業仍面臨多重挑
戰，亟待新的源頭活水。香港有
求，中央必應，惠港、挺港政策
陸續有來，從擴大個人遊城市、
增加內地客在港消費免稅額，再
到恢復 「一簽多行」 ，充分體現
國家是香港的最堅定靠山。

其三，港人北上消費近年蔚
然成風。據統計，平均每日有16萬
人次的港人北上，遠遠多於南下
的內地客。在一些節假日，甚至
有高達三分之一的港人北上。在
深圳各大商場，因大量香港客的
幫襯而變得熙熙攘攘。如今開放
深圳居民自由南下消費，體現在
共建大灣區之下， 「雙向奔赴」
是民心所向。

「一簽多行」 的恢復，對香
港既是寶貴機遇，也是新的考
驗。如何優化服務水平，提升旅
遊業界管理水平，都是當務之
急。



互聯互通

反應熱烈

厲兵秣馬把握機遇 攜手共建活力之城
特區政府昨日在政府總部舉行企業

參與北部都會區發展簽約儀式，85家企
業與特區政府簽署《支持及參與北部都
會區發展意向書》，35家企業簽署參與
北部都會區開發項目協議32份，金額超
1000億元，涉及基礎建設、住房、民生
服務、創新科技、銀企合作等領域，形
成了齊心協力支持特區政府拚經濟、謀
發展、惠民生的生動局面，為香港進一
步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注入了強大動力。

北都發展是香港創新發展的戰略性
行動，是未來的經濟增長點和創新突破
口所在，也是香港深度參與粵港澳大灣
區建設、更好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關鍵
一招。昨日的簽約活動規格高、反響
大，活動落實習近平主席對香港的 「四
點希望」 以及給寧波籍香港企業家回信
精神，體現香港助力國家全面深化改革
的擔當，也是對何立峰副總理在金融領
袖投資峰會講話、夏寶龍主任在深圳與
香港工商界人士座談的具體回應。行政
長官李家超、中央政府駐港聯絡辦公室
主任鄭雁雄出席，近百家工商企業踴躍
參與，形成一呼百應的壯觀場面。

今次簽約活動豐富多元，成果豐
碩。活動包括在北都實地考察、項目簽
約等多個環節，特區政府官員準備充

分，讓工商界了解北都整體規劃、建設
進展及片區開發模式，感受到北都建設
蘊藏的巨大發展機遇，進一步堅定了他
們參與北都建設的決心。

其中，會德豐地產強調，北部都會
區是明年的發展核心之一，未來將發揮
自身市場力量，運用過往發展新市鎮的
經驗，發展古洞住宅項目。該公司還指
出，一直積極參與各項公私營房屋項
目，並將經驗延伸至北部都會區，將全
力推進兩個位於大埔林村的 「土地共享
先導計劃」 ，連同今年已入伙的大埔
「樂善村」 過渡性房屋項目，累計提供

的公營單位佔去年全港總房屋供應約
21%。信和置業負責人在簽約儀式後表
示，北都的發展潛力非常高，對北都發
展充滿信心。

出席簽約的企業，基本上囊括了香
港地產、外資以及創科領域的龍頭企
業。香港工商界積極把握北都發展帶來
的機遇，是以實際行動詮釋愛國愛港，
體現了銳意進取、敢為人先的企業家精
神，更反映推動北都建設、加快香港融
入國家發展大局，已是包括工商界在內
全港社會各界的共識。值得一提的是，
今次有30多家央企參與簽約儀式，包括
銀行、電信等企業，很多央企不僅簽署

一般意向書，更有真金白銀的承諾，國
家是香港發展的堅強後盾再次得到彰
顯。

北都發展規模龐大，是香港面對百
年未有之大變局奮發圖強的關鍵舉措。
正如鄭雁雄在致辭中指出，香港要駕馭
變數，贏得着數，社會各界要強化改革
創新意識，主動識變、應變、求變，而
北都發展本身就是改革思維和創新精神
的產物。事實上，北都既是香港發展創
科的主陣地，未來將湧現一大批國際一
流創科企業，形成香港的新質生產力，
也為破解香港住房、醫療、就業、青年
發展等一系列民生難題創造了重要條
件。香港社會要全力以赴，攜手將北都
建設成為 「活力之城」 、 「未來之
城」 、 「幸福之城」 。

北都發展進入關鍵階段。特區政府
早前公布河套香港園區發展規劃，最快
年底將有三棟大樓落成啟用；北都另一
重鎮的新田科技城也在加快推動，由特
區政府全資擁有、由港大負責營運的粵
港澳大灣區國際臨床試驗所亦已開幕。
特區政府已為北都建設畫好藍圖，建立
框架，工商界發揮主力軍作用的時候到
了。昨日的簽約儀式，正是工商界秣馬
厲兵、全情投入的先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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