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旅遊發展局昨日公布，本
港去年全年初步錄得近4500萬人次
訪港旅客，按年上升31%，其中去
年12月訪港旅客量錄得426萬人
次，按年多8%。旅發局表示，未來
一年會全力加強對目標市場及客群
的宣傳，吸引全球旅客來港；業界
料今年客量可逐步回升。

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長羅淑佩
昨日表示，去年旅客訪港數字符合
預期，政府將適時公布今年預計訪
港旅客數字。她說，政府會用好惠
港措施推動旅遊業發展，並會繼續
與內地相關部委保持溝通，讓更多
內地旅客可以更靈活和便捷地到訪
香港。

大公報記者 伍軒沛
◀旅發局未來一年會全力加強對目標市場及客群的宣傳，
吸引全球旅客來港。

2024年12月及全年
整體訪港旅客初步數據

客源市場

內地

非內地*

-短途

-長途

-新市場

總數

註：*非內地數字包括：短途、長途、新市場及澳門旅客
資料來源：旅遊發展局

12月

3,100,753（+5%）

1,154,798（+18%）

670,608（+19%）

295,091（+29%）

60,308（+17%）

4,255,551（+8%）

全年

34,043,127（+27%）

10,459,660（+44%）

5,690,401（+53%）

2,951,522（+51%）

654,137（+76%）

44,502,787（+31%）

旅發局表示，內地遊客繼續是去年最大的訪
港旅客市場，共有3400萬旅客人次，按年增加
27%，亦佔全年訪港旅客量約四分之三。農曆新
年、五一和國慶黃金周訪港旅客數字亦理想。

歐美旅客按年增加50%
去年共有1050萬非內地旅客人次訪港，按

年增44%，在去年11月及12月，連續兩個月突
破100萬人次。短途旅客以東南亞市場表現強
勁，菲律賓全年訪港旅客創歷年新高，有近120
萬人次，印尼及馬來西亞旅客量分別按年錄得
43%及50%增幅；印度市場訪港旅客
人次按年升幅更高於70%。長途市場包
括美國、加拿大、澳洲、歐洲，在航空
運力逐步恢復下，訪港旅客人次按年增
加50%。當中，加拿大、澳洲在第四季
表現較突出。

2024年整體訪港旅客中，過夜旅
客比例佔一半，平均留港3.2晚。根據
旅發局的訪港旅客調查，以10分為滿分
計算，過夜旅客的訪港滿意度為8.8
分，再訪香港意向及推薦香港比例均達
94%，三項指標均高於2023年水平。

旅發局總幹事程鼎一表示，承着中
央連串惠港措施，特區政府剛發布《香

港旅遊業發展藍圖2.0》，未來一年會全力加強
對目標市場及客群的宣傳，同時透過多元化的旅
遊產品和體驗，吸引全球旅客來港。

推多元化旅遊產品吸客
旅遊促進會總幹事崔定邦認為，目前訪港旅

客數字理想，預料今年數字可逐步回升。對於數
字仍遜於2018年的6515萬人次，崔定邦指，
2018年港珠澳大橋及高鐵通車，推高了旅客數
字，而目前受環球市場影響，全球旅客數字仍未
回升至疫前水平，將兩者相比並不合適。

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長羅淑佩昨日書面回覆
立法會議員質詢時表示，去年全年訪港旅客數字
接近4500萬人次，符合預期； 「一簽多行」 恢復
後，去年12月內地訪港旅客超過310萬人次，平
均每日超過10萬人次，較11月平均每日人次多
17%。至於今年的預計訪港旅客數字，政府正分
析及評估不同因素，包括航空運力、匯率、環球
經濟及旅客出行模式等，將適時公布。

她又說，會用好各項中央惠港措施，積極推
動香港旅遊業全方位發展，並會繼續與內地相關
部委保持溝通，讓更多內地旅客可以更靈活和便

捷地到訪香港。
對於有建議向聯合國教育、科學及

文化組織申請授予香港 「世界美食之
都」 的稱號。羅淑佩說，注意到現時共
有50多個城市獲得有關稱號，當中有六
個是中國城市，包括成都、順德、澳
門、揚州、淮安和潮州，其他城市有日
本的鶴岡、美國的圖森、韓國的全州、
法國的盧昂等，政府會參考入選城市的
經驗，研究有關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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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淑佩：用好惠港措施 擴大內地客源
去年4500萬人次訪港 按年升三成

貨櫃碼頭須突破樽頸位
運輸及物流局局長陳美

寶早前到葵青貨櫃碼頭考
察，與多個碼頭營運商會

面，了解碼頭運作的最新情況，期待雙方加強配
合，推動香港港口發展，特別是綠色港口及智慧
港口的發展，引領更多貨物使用香港港口，並加強
與粵西地區合作，擴大貨源和國際聯繫，亦會研究將
航空轉運貨物豁免許可證的安排擴展至其他多式聯運
模式。

貨櫃碼頭是香港打造國際航運中心重要組成
部分，然而，由於珠三角多個國際碼頭崛起，令
香港貨櫃碼頭面對劇烈競爭，近年香港貨櫃碼頭
貨櫃吞吐量無法突破，甚至呈下降趨勢。在香港
周邊一百公里範圍的內地多個貨櫃碼頭除了價格
吸引，各有不同優勢，靠近珠江及其支流的碼
頭，享有江海聯運及高速公路網優勢，亦有鐵路
直達優勢。香港要從鄰近地區貨櫃碼頭突圍而
出，有相當難度。

香港貨櫃碼頭業發展陷入樽頸位，要有突
破，須採取各種不同手段：首先要減低貨運成
本，提升競爭力；亦要提高效率，吸引貨主使用
香港貨櫃碼頭；還要加強與內地同行合作，實現
雙贏。

透視鏡
蔡樹文

【大公報訊】記者義昊報道：政府計劃今年上半
年向立法會提交修訂《輔助醫療業條例》立法建議，
包括容許放射技師和醫務化驗師在指定情況接受中醫
師轉介。醫務衞生局局長盧寵茂昨日表示，修例可進
一步訂立守則落實中醫師轉介安排。

首階段中醫醫院先實施
現時放射技師在一般情況下，只可接受由西醫、

牙醫或脊醫轉介病人進行放射診斷檢查。政府早前就
修訂《輔助醫療業條例》向立法會提交文件，建議容
許放射技師和醫務化驗師在指定情況接受中醫師轉
介。

立法會議員黎棟國昨日提出質詢，認為修例是以
工作崗位而非執業專業釐定轉介權，要求當局釐清修

訂條例的適用範圍。
醫務衞生局局長盧寵茂回應，修訂並非只適用於

中醫醫院，只是目前法律上不允許放射技師、化驗師
接受中醫師轉介，修例是為了允許他們能接受中醫師
轉介。

本身是中醫師的立法會議員陳永光認為，局方沒
有聽到業界聲音，仍用 「兩步走」 方案，即第一階段
中醫醫院內實行措施，第二階段才是全港中醫師可轉
介予放射技師及化驗師，促爭取一步到位。

盧寵茂重申，本次修例並非要區分 「兩步」 ，只
是中醫醫院本身就有架構、屬跨專業機構。他表示局
方絕對聽到中醫業界聲音，條例生效後就沒有阻礙，
只是中醫醫院配套上已經準備好，如中醫業界準備好
相關法定管治亦隨時可以執行。

放射師化驗師可接受中醫轉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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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記者義昊報道：律政司司長林定國
昨日在立法會上回應議員問題時表示，在剔除免遣返
申請有關的司法覆核申請後，過去五年入稟的司法覆
核案件中，合共有61宗涉及申請人聲稱政府過度限制
基本人權的案件，當中42宗（約七成）裁定政府勝訴
或政府無對基本權利施加不相稱或過度限制，或申請
人撤回司法覆核申請，只有5宗政府敗訴或政府妥協而
和解的案件，另14宗尚待判決。他強調，作為負責任
的政府，當遇到司法覆核時，一般而言有需要據理力
爭，讓法庭、市民大眾能清楚理解政府的立場。

林定國：需顧及公眾利益
立法會議員葉劉淑儀昨日在立法會大會上提出口

頭質詢，詢問政府在涉嫌過度限制基本人權而入稟法
院的司法覆核案件宗數、當中勝訴和敗訴的宗數及其
所佔百分比，以及所招致的法律費用等。

林定國表示，有關案件所致的支出，政府未有備
存有關內部員工的開支，而招聘外判大律師的費用為
平均每年389萬，敗訴令政府共支出92萬元訟費，勝訴
合共獲得415萬訟費。

他說，每當面對涉及基本人權的司法覆核，律政
司必先與相關政策局詳細了解受覆核的決定、政策或
法律條文的背景和目的等，經仔細研究法律後才向相
關政策局提供法律意見。他強調，勝訴不是唯一考慮
因素，特別是要顧及整體公眾利益，例如假若司法覆
核成功可能所帶來的政治、社會、經濟，以至對運用
和分配有限及寶貴公共資源的深遠影響等。

他又指，每次司法覆核針對的法例或政策都不能
一概而論，需要每宗個案考慮。申請人往往提出司法
覆核都涉及多個理由，法庭未必全部接納，但如果法
庭認為政府有所不足，政府需要精準理解，才能思考
如何符合法律要求。

涉人權司法覆核案 政府勝訴佔七成

◀去年整體訪港旅客中，過夜旅客比例
佔一半，平均留港3.2晚。

【大公報訊】記者義昊報道：發
展局局長甯漢豪昨日表示，政府正計
劃由業權註冊制度逐步取代現行的契
約註冊制度，將以新批出的土地先
行，計劃在今年第一季向立法會提交
《土地業權條例》的修訂草案。至於
現有土地契約，需做審查、確定業權
後再推行，至於出現爭議時如何作出
賠償，正與不同持份者密切討論。

有助激活樓市交易
商界（第三）立法會議員嚴剛昨

日就固定資產產權證明電子化，提出
口頭質詢。他建議，當局應積極落實
政府數字辦去年12月推出的《數據治
理原則》，秉持數據開放與共享這一
大原則，為數字經濟發展增強互聯
性、可擴展性和便利性，確保數據安
全的前提下實現數據開放與共享，積
極規劃實施產權證明電子化，尤其是
房屋產權證明的電子化，激活樓市交
易及關聯的金融市場，推動數字經濟
發展。

計劃首季提交修例草案
甯漢豪表示，過去三個財政年

度，土地註冊處平均每年提供約9萬
9000份土地文書的核證副本，大部分
涉及建築物有關命令或政府批地文件
等，涉及轉讓契約的僅佔3%。她指
出，政府正計劃由業權註冊制度逐步
取代現行的契約註冊制度，以新批土
地先行，計劃今年第一季向立法會提

交《土地業權條例》的修訂草案，新
制度下業權註冊紀錄會是不可推翻的
紀錄，市民無需再保存一連串業權文
書；政府未來依然會發放1到2頁紙樓
契，並以電子檔留檔。

嚴剛詢問，會否讓房委會 「先行
先試」 產權證明電子化，甯漢豪指不
同經濟體都沒有完全走向產權證明電
子化，因為會帶來一定不安，故需要
小心行事，形容業權註冊制度是 「第
一步」 ，之後再回看其他經濟體做法
及社會接受程度，再考慮是否進行下
一步電子化程度，強調業權化已經花
了多年與持份者商討。

保險界立法會議員陳建波關注業
權註冊制度時間表，甯漢豪表示，向
立法會提交草案後將採取 「先易後
難」 做法，因政府新批土地爭議較
少、可以先推行，至於現有土地契約
需做審查、確定業權才能再推行，且
出現爭議時如何做賠償，業界也覺得
需要重視，正密切討論。

選委會界別立法會議員容海恩表
示，香港六成物業沒有按揭，且父母
百年歸老後子女很難找得到樓契，詢
問局方有否計劃 「兩條腿走路」 ，讓
市民登記過往樓契。甯漢豪表示，現
時如果有人遺失樓契，已經有制度由
業主向法庭陳述、向土地註冊處取得
副本後確立業權。她又表示，建立
一個新制度要花很多功夫，不如盡
快先推行新批出土地的業權註冊制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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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計劃上半年修訂條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