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前布局轉型 尋找新增長點

親子遊作為旅遊市場近年增長最快的細
分領域之一，正迅速從 「補充品」 轉向 「主

力軍」 。香港特區政府提出 「無處不旅遊」 的發展目標，親子遊無疑是實現該
願景的重要一環。面對每年千億級別的市場規模，香港應抓住機遇，加快布局
親子旅遊，激發文旅產業新動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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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篇專
欄寫到，企業
發展面對前方

沒路時要開闢新路；走到一半陷入瓶
頸，被逼到牆角時，要勇於撞出新路。
雖然窮途未必末路，但更重要的是，企
業能否在有路可走的時候提前布局，一
路向前再開大路？這裏所指的不單是企
業轉型升級的決心，而且是主動轉型與
被動轉型的分別，更是聚沙成塔、眾志
成城的轉型。

筆者3月份去了一趟成都，發現不
少建成十幾、二十年老樓，舊貌換新
顏。例如槐樹街2號的四川出版大廈已
變身數位文化產業園，從傳統辦公樓蛻
變成一處資源分享、高效協同的文化產
業生態體系。四川出版大廈的重建更
新，反映中國經濟第二輪轉型時代畫
面。如今，中國經濟進入新舊動能轉換
的關鍵時期，傳統企業在新時代下的轉
型升級已是無法迴避。

一直以來，技術、市場和政策都
是左右業務轉型的要素，我們也理解在
企業發展過程中，往往會產生矛盾、感
到困難，但我認為這些都不致命，最致
命是過時卻不願意改變認知，也正是主
動擁抱轉型和被形勢倒迫轉型的分別。
其中一個鮮明例子就是兩大膠片龍頭美
國柯達和日本富士的故事。

須克服惰性認知
2012年宣布破產的柯達，很多人

都說是因其漠視數碼相機的崛起。無疑
柯達發展數碼相機的起步較遲，但憑過
硬技術，仍於2005年擠進美國數碼相
機銷售排行第一，但導致其最終失敗的
原因是錯判未來，全心投入數碼沖印業
務，沒意識到相片生態的改變是人們不
再 「列印」 相片，而是直接用手機 「瀏
覽」 照片，可說是太在意於保存其核心
沖印業務，結果贏錯賽道。

反之，富士在2003年毅然大刀闊
斧轉型，開拓醫療健康領域全新業務，
用核心技術創造截然不同的新賽道，最
終成功轉型為一家全球健康科技企業，
年收入達189億美元，業務涵蓋影像、
高性能材料、醫療健康等多個領域，實
現第二增長曲線。

從這個故事裏，筆者總結出一個
轉型邏輯：敏銳的市場洞察配合技術深
耕和複用，再加上勇敢的戰略性布局，
並且要有敢於壯士斷臂的勇氣，捨棄對
現有利潤溫床的眷戀，避免對未來變化

認知的惰性，在時代浪潮淹來、企業從
發展高峰即將下墜之前，提前布局、主
動出擊，在轉型中尋找新的增長曲線。

惰性認知帶來的另一個壞處是，
那怕有轉型意識卻光想不做，往往以
「難」 為藉口，不敢走出舒適圈。中國
資訊通信研究院兩個月前發布了一份報
告，內地中小企上雲率只有30%左
右；而在工業、交通、能源這些傳統行
業，比例還不到20%。反觀國家的數
位基礎設施幾乎是全球第一，我們擁有
全球規模最大的光纖和移動寬頻網路，
5G網路覆蓋全國97%的縣級以上城
市。有這麼強大的數位化基建，卻還有
七成中小企離數字化那麼遙遠，這是否
代表數位化很艱難？

但看看現在人工智能時代，連義
烏的老闆都用DeepSeek做跨國生意，
為什麼還有企業仍然用Excel管理客戶
數據？巴比饅頭創始人劉會平只是初中
畢業，卻能利用數位化去賣饅頭並上
市，最近又研究AI，嘗試把DeepSeek
用到餐飲場景，其原因很簡單直接：
「知道什麼有用，那就往死裏學。」

企業家要避免有認知的惰性，也
正如上一篇專欄文章所說，亦要相信身
邊有很多企業家願意跟你一起撞破南牆
與 「難牆」 ，這也是中國企業家最高貴
的品質，就是並肩共贏的協同，攜手共
開大路。

今年1月，DeepSeek遭受每秒超
過2.3億次的黑客攻擊，360安全大
腦、華為雲的泰山防控、阿里雲的算力
調度演算法等老一輩互聯網企業聯合進
行多層次、多維度流量清洗，成功守護
DeepSeek這個後輩。上月，中國出口
企業面對訂單驟然縮減的危難，電商平
台和商超出手，京東推出2000億元
（人民幣，下同）採購計劃；盒馬開放
綠色入駐通道；拼多多公布千億元扶持
中小商家大計；華潤萬家、永輝超市也
開放管道，攜手助力外貿企業應對衝
擊。

上述兩個例子，不單說明老一輩
企業家對後輩的關心、有能力的大企願
與中小企共患難的胸懷，而且每個企業
在開大路的時候，既遇對手也遇朋友，
中國經濟的發展已經進入 「系統競爭」
的階段，不是 「勝者王，敗者寇」 的零
和博弈，考驗的也不是一家企業的能
力，而是一群企業能不能協同進化，聚
沙成塔、眾志成城地一起轉型。

（作者為天九企服董事長兼CEO）

港把握親子遊發展機遇
親子遊

是以家庭為
單位，由家

長與子女共同參與的綜合性旅遊活
動，更是一種融合教育、情感、休閒
與經濟消費的綜合性家庭體驗方式。
在中央政府 「二胎三孩」 政策及 「雙
減」 政策的雙重驅動下，越來越多家
庭願意在假期中選擇親子旅遊，既滿
足孩子的成長需求，也拉近親子關
係。

市場增長速度驚人
國內外研究均表明，親子旅遊不

僅有助於增強家庭凝聚力、改善親子
溝通模式，也能在經濟層面釋放出強
大消費潛力。越來越多的家庭願意為
孩子的成長與陪伴買單，推動親子遊
從 「可選消費」 向 「剛性消費」 轉
變，形成快速增長的市場需求。

數據顯示，親子家庭在旅遊支出
中人均消費普遍高於普通遊客，其消
費鏈條覆蓋交通、住宿、門票、教育
服務、主題活動、文創產品等多個領
域，帶動酒店、景區、教育機構、文
旅企業等多元主體共同受益。同時，
親子遊作為教育方式的重要補充，有
助於兒童在真實場景中實現體驗式學
習與認知發展，激發其觀察力、創造
力與社會適應能力，也為 「教育+旅
遊」 產業融合發展注入了新的動力，
成為文旅經濟結構優化與高質量發展
的新引擎。

親子遊在內地的發展可追溯到
2000年左右，最早由青年旅行社推出
相關產品，但真正形成規模則是在
2013年以後，隨着《爸爸去哪兒》等
親子類綜藝節目的熱播，親子旅遊市
場開始迅速升溫。

根據公開數據顯示，2016年全國
在線親子遊市場規模已達232億元
（人民幣，下同），2018年超過500
億元。特別是 「二胎三孩」 政策全面
實施後，家庭出遊結構發生變化，多
孩家庭成為親子遊主力人群；同時
「雙減」 政策的落地，也為家庭帶來
了更多休閒時間，更進一步催生了親
子旅遊市場的持續擴容。如今全國親
子遊市場規模已超過1000億元，且每
年以雙位數的速度增長，展現出極強
的韌性和增長潛力。

從市場結構來看，親子遊已不再
是傳統旅遊的附屬產品，而逐漸成為
以孩子為核心的獨立消費體系。家長
在旅遊決策中以孩子的興趣、安全和
成長需求為導向，推動旅遊從「看風
景」向「親子互動」、「寓教於樂」轉型。

三亞樹立產業典範
如今的親子遊產品形式日益多

元，從自然探索、文化研學，到主題
樂園、自駕休閒，涵蓋了嬰幼兒、學
齡前兒童、青少年等多個年齡層。尤
其是「旅遊+教育」、「旅遊+研學」的融
合趨勢加速，親子遊產品正逐步向精
細化、層次化、定製化發展，成為旅
遊市場中最具成長潛力的板塊之一。

臨近香港的海南三亞市，作為國
內親子遊的最重要目的地之一，發展

成效顯著。根據公開數據顯示，2024
年三亞市接待遊客人數3385.16萬人
次，親子遊收入已佔當地旅遊總收入
的30%以上，親子遊客佔比超過
40%，增長率超20%。上述數據表
明，親子遊已成為拉動三亞旅遊市場
增長的重要力量。

港人熟悉的澳洲，也先後推出野
生動物園親子營地、海岸生態探索等
親子遊項目，鼓勵家庭在大自然中共
度時光。通過與樹熊、袋鼠等動物近
距離接觸，以及參與海洋生物觀察、
沙灘環保活動，孩子在互動中學習生
態知識，提升環保意識，增強親子關
係。由於野生動物園、生態營地等吸
引大量家庭遊客，從而提升門票、住
宿、餐飲及文創產品等消費，形成完
整的親子旅遊產業鏈，有效促進了當
地就業與區域經濟發展，成為澳洲旅
遊經濟的重要增長點。

三亞、澳洲成功發展親子遊市
場，得益於當地政府的積極推動與產
業鏈全面布局。以三亞為例，當地政
府通過發布親子遊數據報告、引導投
資、整合資源，推動企業開發親子套
餐、研學課程等特色產品。酒店、景
區、教育機構協同合作，提供從住
宿、餐飲到娛樂、學習的一站式親子
服務，形成了覆蓋 「吃住行遊學娛」
的完整親子遊體系。這種注重體驗、
融合教育的模式，不僅增強了遊客的
滿意度與黏性，也使三亞在全國親子
遊目的地評選中長期位居前列，成為
親子旅遊發展的成功範本。

儘管親子遊市場潛力巨大和有成
功發展案例，但當前各地在發展過程
中普遍存在產品同質化的問題。許多
親子遊產品只是傳統旅遊的簡單包
裝，缺乏深入的教育內容與本地文化
特色，難以滿足家庭遊客對高質量、
差異化體驗的需求。同時，真正實現
「寓教於樂」 的產品仍較少，更多停

留在 「玩」 的層面，未能有效融合學
習與成長目標。

基礎配套設施的不足也是制約親
子遊發展的重要因素。許多目的地缺
乏母嬰室、兒童座椅、親子專屬餐飲
區等基本設施，影響家庭出行的便利
性與舒適度。此外，親子遊受季節因
素影響較大，淡旺季遊客差異明顯，
但目前大多數地區尚未建立有效的調
節機制和多元化產品體系，導致資源
閒置與服務質量波動等問題頻發。

行業標準缺失和專業人才短缺也
是當前面臨的核心挑戰。目前親子遊
在安全、衞生、服務等方面缺乏統一
規範，市場良莠不齊，影響整體形象
與信任度。同時，具備教育背景、兒
童心理知識和互動設計能力的專業服
務人員供給不足，傳統導遊和從業人
員難以滿足親子家庭的多樣化需求，
制約了親子遊向高質量方向發展。

多管齊下協同發力
香港未來若要推動親子旅遊的高

質量發展，需從政府、旅遊業界及景
區酒店三方面協同發力，構建系統完
善、特色鮮明、以家庭為核心的親子
旅遊生態系統。

在政府層面，應考慮制定《親子
旅遊發展規劃》，明確中長期發展目
標與實施路徑，並設立專項資金，支
持親子旅遊項目研發、基礎設施建設
與人才培養。同時，應考慮與旅遊業
界推動建立統一的親子遊行業標準，
涵蓋安全規範、服務流程、配套設施
等關鍵環節，提升整體服務水準。

此外，政府須進一步鼓勵本地學
校、教育機構與旅遊企業開展深度合
作，聯合開發具有教育價值的研學旅
行產品，如歷史文化探索、自然生態
體驗、藝術創意課程等，真正實現
「遊中有學」 。政府還應充分利用粵
港澳大灣區一體化機遇，聯動珠三角
城市，打造跨境親子旅遊線路，提升
區域市場吸引力。

旅遊業界層面，應考慮根據兒童
成長階段推出差異化的親子產品，覆
蓋嬰幼兒、學齡前、學齡期到青春期
等不同年齡段，滿足家庭在不同階段
的需求。內容設計上應注重 「寓教於
樂」 ，與本地博物館、科技館、文化
館、自然教育基地等資源聯動，打造
融合知識性、趣味性與互動性的產品
體系。同時應開發形式靈活的短期產
品，如周末親子遊、節假日遊、暑期
營等，便於家庭安排出行。

旅遊推廣上應強化線上營銷策
略，借助小紅書、抖音、微信視頻號
等社交平台，提升親子遊品牌曝光度
與市場影響力。

景區與酒店層面，應考慮從兒童
視角出發優化服務設計，完善親子配
套設施，如兒童遊樂區、親子廁所、
母嬰休息室、兒童安全通道等，提升
家庭遊客的便利性與舒適度。住宿方
面可推出親子主題房、家庭套餐、兒
童餐飲等定製服務，並組織親子互動
活動，如親子手工課、自然觀察、家
庭闖關遊戲等，增強參與感與情感鏈
接。同時，應加強員工培訓，特別是
在兒童心理、親子互動、緊急處理等
方面，提升服務溫度與專業性，打造
有溫度、有品質的親子旅遊環境。

親子遊是旅遊與教育、家庭情感
交融發展的新趨勢。香港若能精準識
別親子旅遊需求，推動產品創新升
級、配套設施完善、服務體系優化，
打造 「親子友好型」 旅遊生態，不僅
能夠提升旅遊經濟的韌性和質量，更
能讓城市旅遊煥發出更多溫情與活
力。未來，親子遊不僅是孩子的樂
園，更是城市軟實力的體現。香港應
當抓住這場親子旅遊新浪潮，把握當
中的新機遇。

（作者為海南大學 「一帶一路」
研究院院長、絲路智谷研究院院長）


重組市建局 加快市區重建

去年11月
筆者撰文建議
市建局若能重

新定位，以新的角色去處理市區重建問
題，方能解決未來十年出現的重大挑
戰。有關意見得到市場回響，大多認同
筆者的建議，十分感謝！就一些討論的
提問，筆者嘗試更深入去闡述個人看
法。

筆者建議，市建局由近似發展商
模式改變為重建市區的策劃者與牽頭召
集人，並以房產信託基金的份額給業主
去替代重建補償，以及團結其他發展商
合作重建市區。

該建議的目的在於，香港樓齡超
過50年的舊樓愈來愈多，其中不少正
在日益殘破中，而市區重建局現在是以
發展商模式運營，造成重建社區的速度
不能滿足市場需求，未來將會面對龐大
而嚴重的社會問題。

最近筆者與一個老牌發展商吃晚
飯，他認為自從廉政公署設立之後，香
港鹹水樓（用海水拌和混凝土去建屋）
才絕跡。當鹹水樓的樓齡過了臨界點之
後，建築結構其實會急速腐蝕惡化。當
然，市建局用發展商模式第一個缺點就
是需要龐大的資金。當下政府財政緊
絀，應找一個新的融資方法去處理大量
的重建問題。

以上建議的好處包括：
1）以房產信託基金持份給業主代

替搬遷費賠償，對於缺錢的市建局而
言，解決了資金不足的問題。

2）對參與的發展商亦等於不需
要付出地價成本，只需付出建築成本
以換取有關發展地盤的房產信託基金
股份。

3）整個概念能否成功其實是在乎
一點：對業主來說，雖然失去重建的現
金賠償，但能得到發展地盤的股份，不
用擔心賣平了難向家人交代。而一些愈
殘舊的唐樓業主，他們接受的機會也較
大，不需要困在以前 「市道好的時候小
業主不肯賣；市道不好的時候發展商不
敢起」 的狀況中，市道好不好都有相對
較佳的重建量。

4）小業主當然有風險，但相信很
多業主都肯作投資，最重要的是公平及
解釋清楚。

5）政府包括市建局的召集和牽頭
角色十分重要，市場要有信心才會參與
計劃，政府的公信力可以發揮到關鍵作
用，整個流程包括建築進度與股價表現
都需要官方給予信心。

6）有關概念是用房產信託基金去
取代賠償和地價，因為是一個基金份額
性質，中間自然可以轉讓的，過程中
假設小業主短期需要資金，可將手頭
上的份額轉售作資金回籠、又或者用
股份抵押得到借貸周轉，證券的用途
正是在這些建設上作出合理的融資效
應。

7）筆者認為政府大刀闊斧去為市
區重建注入新概念，是十分值得的，新
途徑可以產生很多龐大的新供應。而這
種參與方法亦可培養一班建築商參與及

擔當發展商的角
色，在活化市場上
是有刺激及提振作
用。
（作者為祥益地產
總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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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建局若能重新定
位，以新的角色去處
理市區重建問題，方
能解決未來十年出現
的重大挑戰。


